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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石即用来雕刻石章的石头。
相传石章是由元末的王冕开始使用的，他首先发现了花乳石，并用来刻印。
由于资源稀少，如今印石除了用于实用，更多用于收藏投资。
在收藏者眼中最为名贵的印石有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被称为四大名石。

寿山石产于福建福州附近的寿山乡，石质细腻，硬度适中，佳品石性细嫩温润，石色丰富，有红、黄
、白、蓝等色。
透明度高的叫冻石，不透明而美的叫芙蓉石，其中以田坑所产黄色半透明的冻石即田黄为最好。

青田石产于浙江青田县，夹生于顽石中。
它的特点是石质温润细腻且无砂钉等杂质，软硬适宜，脆而不易燥裂。
因其性带脆，故易于镌刻。
青田石有黄、白、青绿、黑、灰等色，其中以有冻者为贵。
青田石坑洞不同者，价值有别。

昌化石产于浙江省昌化县康山玉石矿，有水坑、旱坑之分。
水坑之石质理细腻，早坑之石枯燥坚顽且多砂钉。
钉坚硬者不能受刀，故昌化石以水坑为贵。
昌化石石色斑斓，多为五花色，常见的还有白、灰、红、紫等色。
昌化石中最出名的是鸡血石，因石上具有鸡血般的鲜红色斑而得名。
各色相间得好，就更名贵了。
鸡血石中以红、白、黑三色相间的刘关张和通体全红的大红袍尤为名贵。

巴林石产于内蒙古赤峰县，其性带脆，石质细腻，佳者透明，颜色繁多，石性近于昌化石，但奏刀常
有黏滞感。
内蒙古巴林石中也有色如鸡血的，俗称内蒙鸡血。
然而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形态与昌化石有很大的不同，只要加以比较，就能辨别出真伪。

《印石鉴赏与收藏》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有关印石的鉴赏和收藏知识，可供印石收藏者欣赏、参考。
 《印石鉴赏与收藏》作者沈泓和王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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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巴林鸡血石与昌化鸡血石的辨别    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的赤峰地区，也发现有鸡血石，但不及昌
化鸡血石细腻、带韧性，且石中含水量较高，天旱易裂。
血的分布大多呈一条条的血筋状，纵横交叉，散而不聚，且极易氧化而发暗。
内蒙鸡血石是昌化鸡血石的同族异种，但价值相差甚远。
    目前市场上的鸡血石均为浙江昌化和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两地所产，简称昌化鸡血石和巴林鸡血
石。
区别昌化、巴林两地鸡血石，以下方法可供初涉者判断参考之用。
    1.血色辨识    昌化鸡血石血色鲜红，分布具方向性、有规律，巴林鸡血石血色暗红或为不成熟的大红
，呈棉絮状分布。
    2.质地鉴别    昌化鸡血石往往以硬地、软地或软硬兼之含有冻筋出现，纯冻的极少；而巴林鸡血石往
往以纯冻地或纯软地出现，硬地极少，很少有冻筋出现。
    昌化鸡血石的矿物组合复杂，性坚韧，常含少量杂质，而巴林鸡血石矿物组合单一，性嫩易裂，况
且巴林鸡血石中，感光元素含量高，日光照射容易变色。
    3.石表面观察    有石英砂粒，不均匀分散呈较大面积出现的鸡血石，是昌化鸡血石；巴林鸡血石表面
一般没有砂粒，偶尔有也呈小局部或线状出现，且似白细砂。
    ·昌化鸡血石与巴林鸡血石到底哪一种好？
    有人认为，对昌化鸡血石与巴林鸡血石应一视同仁，不必分“谁好”“谁差”。
有人认为，昌化鸡血石好于巴林石，昌化“血”鲜红而巴林较暗。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这是因为昌化鸡血石往往以硬软地兼存的情况出现在市场上，而巴林鸡血石通常以冻地出现在市场上
，底色不同其反差也不同，造成视觉土的差异。
再者巴林印章石特点是底色较“混”，不及昌化印章石底色醒目，因而也造成厂色度的反差，加上巴
林鸡血石还经常有“马肉红”等鸡血石山现，所以在总体上给人感觉昌化“血”好于巴林“血”。
    有人总结称“南血北地”，有其道理，但应该看到两地均有好的，也有差的。
昌化与巴林两地鸡血石在组成上大体是“一家”，昌化鸡血石是含辰砂的以地开石和高岭石为主体的
黏土矿物，而巴林鸡血石是含辰砂的、以高岭石为主体的矿物。
    中国是个盛产辰砂的国家，今后或许还会有第三、第四等鸡血石矿区发现，所以应在一视同仁下“
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为好。
目前市场价格上，巴林鸡血石比昌化鸡血石便宜。
    P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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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次进入一个收藏领域，我关心的往往不是藏品，而是收藏这类藏品的人：他们是如何迷恋上这一藏
品的？
又是如何在这条收藏道路上走向成功的？
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他们鉴真辨伪的本领如何？
当然，最后还要好奇地看看他们收藏的珍品。
    最奇妙的是，  一天在同一时辰同一地点结识两个大藏家，而且都是寿山石收藏家！
    那是2004年9月的一天，深圳泰尼星珠宝行开业前，我应新加坡画家杨敬云夫妇之约而去，在董事长
陈建新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福建省宝玉石协会副会长姚春茂。
闲聊时，杨敬云夫妇谈到深圳拍卖公司的总经理熊艳军，恰巧姚春茂也熟识，当即一个电话，很快熊
艳军就来了。
熊艳军戴眼镜，风度儒雅，沉稳谦和。
他和姚春茂一见面就谈到印石，两人兴高采烈。
    熊艳军对大家笑说：“原来我以为我的寿山石已经玩到相当境界了，见到姚春茂以后才知道天外有
天。
我到福州他的家里，他拿出十方寿山石，说要是我能叫出其中一半的名称，就是国内顶尖玩家了，结
果有一大半我不认识。
”    我不仅对姚春茂刮目相看，也对熊艳军刮目相看。
听他们畅谈寿山石收藏，仿佛两大高手华山论剑。
    姚春茂个子不高，然而神清气朗，目光炯炯。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寿山石收藏的，他说他读大学时学的就是地质勘探，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
后分配到地质勘探队，就在寿山勘探寿山石。
    “就是在那时，我迷恋上了美丽的寿山石，但当时工资才儿十元，看中的石头买不起。
”说到这些，他对当时的处境十分遗憾。
确实，对于一个有收藏癖的人，喜欢的藏品买不起是⋯件多么痛苦的事啊！
    地质系毕业，又在地质勘探实践中磨炼过，加上长期的寿山石收藏经验，姚春茂自有与众不同的眼
光和见识。
在福州，他是当之无愧寿山石鉴定第一人。
我每次见到他或与他通电话都说要去看他的珍藏，可惜福州深圳相距遥远，至今尚未如愿。
    好在熊艳军在深圳。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来到他家的客厅——“金石阁”。
这是一个真正的金石世界，博古架上、柜子中、墙上的壁柜里到处是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
石等印石精品。
本书中的部分印石就是他的藏品。
    和姚春茂有某种相同之处，熊艳军也是因专长和印石有缘而走上收藏印石的道路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小爱好书法的熊艳军就迷上篆刻，随着篆刻艺术的渐入佳境，他对印石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找到一块好印石，他经常深入寿山村和各地印石产地，日晒雨淋，忍饥挨饿，甚
至露宿荒山。
    收藏令人入痴，入迷，熊艳军笑言他这种人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不能看到别人有好印石，一旦看到
，他就日思夜想，想方设法都要弄到手，每每花去几个月的薪水，然而，一摸石头，他的心痛就抛到
脑后了。
    和很多收藏大家一样，熊艳军的兴趣比较广泛，他还收藏紫砂壶和普洱茶。
然而，我想印石才是他的最爱，紫砂壶和普洱茶只不过是他在夜深人静之时品茗赏石的道具。
    每每我购买了新的印石，都要请熊艳军过目鉴定，他说的一句使我印象最深的话是：“生活上过得
简朴一点，藏品的档次就会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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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要收藏就收藏精品，“你买这些普通的藏品有什么用呢？
这些到处都是，只有买别人没有的精品才有收藏价值。
”这是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
    此外，深圳还有一位寿山石收藏大家石明，他买了一层楼，开办了一个寿山石私人博物馆，我去参
观过该馆，他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将所见寿山石精品尽收馆中，堪称我所见到的寿山石收藏第一大家，
他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印石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以上三位印石收藏家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印石收藏大家的文化姿态。
    在我所遭遇的寿山石友中，还有一位寿山石艺术大师——全国工艺品金奖得主、福建省寿山石雕艺
术“十大新秀”中排名第一的郧瑞坤。
邱瑞坤将寿山石雕艺术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他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久和为师，得其悉心指导，从而潜心雕艺，禅精竭虑，标新立异，师法自然
，贴近生活，创作了一件件精品。
其中《惠安女》和《群猫寻趣》连续获得首届和第二届国际手上艺品展览会金奖，《望子成龙》获得
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金奖，还有《和平女神》等10多件作品也获得大奖。
    功成名就后的邱瑞坤，除了创作，还教徒授艺，传承民间艺术，如今他已培养了20多个高生弟子。
    谈到石雕艺术，邱瑞坤强调关键是标新立异。
他说：“唯有出新，方能立世。
新题材、新布局、新创意、新构思、新刀法、新处理。
师古而不泥古，尊重传统而不囿于传统，如此才能使入耳目一新，欣然接受。
”所以，邱瑞坤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创新之作，富有个性，贴近生活，趣味盎然，富有时代感，如《毛
主席在西柏坡》《惠安女》等，开创了寿山石雕的新面貌。
    与众不同，标新立异，这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原因。
作为收藏，就要收藏这样的大师之作；作为投资，也要选择这样的雕艺高超的印石作品。
    石如其人，人如其石，石雕艺术其实也是雕刻塑造人格的艺术，初识邱瑞坤，就感到他是一个谦虚
的人，一个淳朴的人，一个热情的人，一个坦诚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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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聚天地之精华，汇山川之秀美，默默无语，却在沉雄中孕育思想和哲理；随遇而安，却在淡泊中闪
烁智慧的光芒；无欲无为无求，却在周转流变中无为无不为。
所以，“花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沈泓和王克平著的《印石鉴赏与收藏》一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四大名石寿山石、青田石、昌化
石和巴林石的文化源流、种类、收藏投资、辨伪及鉴赏知识，图文并茂，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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