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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为天奇石选》是一本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图册，内容是于瑞军收藏的观赏石，其中有肉食类、
粮食类、瓜果类、蔬菜类、面食类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看后令人大饱眼福。
这些奇石不仅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也有着地质学、矿物学和美学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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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瑞军，中国观赏石协会会员。
1966年出生，男，汉族，研究生学历，国家公务员。
曾经先后在《中华奇石》、《中国文物报》、《收藏家》等刊物发表多篇赏石文章。
其收藏的以"红烧肉石"为代表的食品类观赏石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多次在国内石
展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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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看到于君收藏的红烧肉石，在质、形、色上与台北故宫肉形石有着极大的区别
。
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实事求是地讲，于君藏红烧肉石的确是原汁原味、不加修饰的天然肉形石。
而台北故宫的肉形石是经过加工、烧染的。
笔者不揣冒昧推测，此石可能是清代苏州盛行的"琥珀烫"工艺处理过的，虽然似为当今餐桌上的东坡
肉，但已失去石头的原生质色感。
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但也不能否认二者是同出于内蒙古阿拉善的造化之物，可谓是"天下肉形石，本是同根生"，此其一。
 其二是提供了两岸肉形石的历史线索。
据于先生讲，他曾经接待过一位专程前来欣赏其红烧肉石的内蒙古石友。
这位石友是国家观赏石鉴评师，他说： "这块红烧肉石包浆自然、皮壳油润，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把玩
不会有这种效果，应该说是一块‘老石头’。
这类肉石和台北故宫的东坡肉石的石质相同，应该说都是阿拉善那个地方早些年被人采集的。
"同时这位石友还透露，阿拉善现在还有老人知道台北故宫肉形石的有关情况。
此事也引起了内蒙古阿拉善盟政协委员、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七代札萨克亲王多罗特色楞嫡孙达兰太先
生的重视。
为此，达兰太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调查考证工作。
他首先找到并拜访了当年在阿拉善王府担任笔贴式的图布吉日格勒老人。
图布吉日格勒说："关于玛瑙奇石的进贡，古有定制。
阿旗成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上不设盟，直属朝廷理藩院管辖。
清宫为阿旗规定，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前，必须向清宫敬献贡品，俗称年礼，蒙语称‘察圪米德’。
贡品种类很多，但水晶、玛瑙石是必须有的。
其实玛瑙就是散落在戈壁滩上的各种形状的玛瑙奇石。
像于先生收藏的这块红烧肉石这类老石头，过去都是王府的东西。
那些东西过去老百姓不能捡，采集玛瑙是王爷的特权。
但王爷自己不加工，主要用来进贡，进贡的主要目的是向清廷表示臣服恭顺，这个制度一直保留到民
国时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坡肉石，就是我们王府当年的贡石。
达理札雅王爷说过，那是我们阿拉善第二代王爷阿宝进贡的。
"之后，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情况，达兰太先后走访了达理札雅王爷的副官、后人，以及旗博物馆原馆
长等人，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台北故宫肉形石是当年阿拉善王府进贡到清宫的。
达兰太先生办事认真严谨，还专程到山东威海市，拜访了91岁高龄的塔祉华（阿拉菩亲王达理札雅的
妹妹、清皇室载涛外孙女）。
这位当年王府的格格看了于先生收藏的红烧肉石的图片和资料后，说了一番这样出人意料的话："我三
哥（达穆林旺楚克）1947年去了台湾，走的时候只带了些金银细软。
很多他平时爱的东西，如玉器、瓷器、玛瑙等贵重物品，都没带走。
其中有一块玛瑙石，肉皮红色，上面有毛孔，比豆腐块大点，他平时很喜欢，想带走，但他的二姨太
（李黛茜）顾忌‘石沉大海’，不让带，说带石头不吉利。
今天看到于先生收藏的这块红烧肉石，和那块玛瑙肉形石一模一样，应该说就是那一块。
睹物思人，这太让人激动了！
这说明三哥的在天之灵还庇护着王府的宝物，没有让它消失。
" 达兰太先生调查考证的相关资料，在《内蒙古政协》刊物中有详细记载。
这些情况表明，大陆的红烧肉石和台北故宫的东坡肉石，应该是都出自当年的阿拉善王府。
 其三，奇石收藏的健康发展，要有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
奇石收藏的对象不是用科技手段加工制造的，而是天然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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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玩石头的人都承认石头也有灵性，可以相互沟通、心领神会，同时还可感受天公作美的无穷魅力。
与书画、陶瓷、玉器等人工制品有所不同，奇石是人类收藏活动的特殊分支。
由于它无需购置材料加工制造，广大群众均可参与。
很多人经常到山谷或河滩采石，只是下点功夫、花点时间，无须别的什么投资，就可能采集到满意的
石头。
这个特点促使奇石收藏发展极其迅猛，队伍迅速壮大，交流活动也极为频繁。
这种大好形势，从表面看来，是一种在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自发活动，但其实不然。
从深层次看，是我国历史久远的石文化和赏石崇石传统使然。
譬如，东晋陶渊明以片石醒酒；唐代自居易酷爱太湖石，"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
之如儿孙" （《太湖石记》）。
宋代有米芾拜石的故事，称其爱石为"石兄"。
无独有偶，北京故宫的御花园内现在还陈展着一块图案为"米芾拜石"的奇石，此石可能是明、清时期
贡人内廷的。
由此可知，皇帝也是爱好奇石的。
宋徽宗赵佶时期的"花石纲"更是家喻户晓。
南宋杜绾编写了《云林石谱》，为奇石有谱著录的开山之作。
明清时期各种奇石的谱录层出不穷，最著名的便是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该书图文并茂，摹画了
从南唐开始见诸史籍图谱的一百多种名石奇峰，还收录了历代许多有关奇石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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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为天奇石选》由朝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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