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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东方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世界闻名，不知曾吸引了多少古今中外的追慕者、崇拜者和各类文化爱好
者为之痴迷、为之探索为之研究。
文房四宝是东方传统历史文化得以传播、延续和发扬的重要工具。
文房四宝不仅作为文房用具，还创造和演绎了东方文化中特有的书法和绘画艺术，还为我国书法绘画
艺术领域造就了无以数计的书法家和画家，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传承文明、延续文化的历史使命，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所凝聚的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精髓、蕴藏着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使灿烂的
中华文明和自豪的民族精神紧紧地融为一体，凝结成为我们华夏子孙骄傲的灵魂和信心。
而砚则是骄傲的关键所在。
在“文房四宝”之中，砚的历史最为悠久。
砚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悠悠五千年，砚几与华夏文明同生。
自砚诞生以来，人类便跨入了文明的世界，可以说，砚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自此以后，在我中华大地上，《诗经》、《离骚》、《春秋》、《史记》以及大量的唐诗宋词、词曲
歌赋等千古绝唱便不绝于耳；自此，便有了颜欧柳赵，便有了《兰亭序》、《祭侄文稿》、《肚痛帖
》、《鸭头丸帖》以及真草隶篆等书法艺术翰墨飘香；还有那《洛神赋》、《八十七神仙卷》、《五
牛图》、《溪山行旅图》、《清明上河图》等惊世卷轴一一展开。
砚的诞生，使中华文明沐浴着文明的朝晖，逐渐步入了宽广、宏博、繁茂的大干世界。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科技的发展，传统文房四宝的书写工具已不能满足今天人们日益
快捷的生活和工作的需要，电脑、键盘、鼠标已成为今天书桌上无可争辩的“霸主”。
书写方式的改变，致使这些传统文房工具的使用几率越来越小，我们今天姑且不论毛笔是否还有人会
使用，而事实上，那些80后，甚至是70后的人都未必能将砚台的名称、功能和使用方法讲述清楚，甚
至连“四大名砚”都说不全，就连钢笔类的硬笔，使用者也是越来越少，更不用说能写一手漂亮的毛
笔字！
这似乎有些悲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名砚·洮砚>>

内容概要

砚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悠悠五千年，砚几与华夏文明同生。
自砚诞生以来，人类便跨入了文明的世界，可以说，砚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自此以后，在我中华大地上，《诗经》、《离骚》、《春秋》、《史记》以及大量的唐诗宋词、词曲
歌赋等千古绝唱便不绝于耳；自此，便有了颜欧柳赵，便有了《兰亭序》、《祭侄文稿》、洮肚痛帖
》、洮鸭头丸帖》以及真草隶篆等书法艺术翰墨飘香；还有那《洛神赋》、《八十七神仙卷》、《五
牛图》、洮溪山行旅图》、《清明上河图》等惊世卷轴一一展开。
砚的诞生，使中华文明沐浴着文明的朝晖，逐渐步入了宽广、宏博、繁茂的大千世界。
    洮砚，主要是指甘肃省洮河绿石砚，也有其他颜色，诸如赭石色、米黄色等等，其品种很丰富。
其历史悠久，为“四大名砚”之一。
据史料记载，始刻于唐，兴盛于宋、明。
洮砚，绿如蓝，润如玉，我国历代文人墨客赞美有加。
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有洮刘晦叔洮河石研》诗曰：“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
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
”又有宋代大鉴赏家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云：“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
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
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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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庆丰，1948年出生于北京。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社科部。
1965年开始接触洮砚。
改革开放以后，与几位热爱洮砚的朋友经常交流洮砚的知识，加深了对洮砚的认识。
2002年底，为甘肃地区第一个洮砚专营公司网站撰写相关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洮砚相关知识，在系
统研究洮砚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2003年，携洮砚参加了全国文房四宝展，引起各方关注。
2004年，在《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多次发表文章，对普及洮砚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做了一定的工作。
在其后多年里，作者从多渠道、多角度地搜集、整理、研究洮砚文化，对洮砚产地进行多次实地考察
，对洮砚的历史沿革、传承和发展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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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唐秉均《文房肆考图说》日：“陕西临洮府，洮河绿石，色绿如蓝，其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
下岩。
。
此石产于大河深水之中，甚难得也。
”张鉴赞洮砚日：“我闻德寿日写经，一百九砚同繁星。
采来宁向洮河绿，琢出浑似端溪青。
”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洮州厅志》：“洮砚石，出喇嘛崖。
在厅治东北，距城九十里。
其道由城至石门口渡洮河，经岷地哇儿沟下石门峡，交咎、杨土司界，过丁哈族、卡古族、纳儿族，
路径迂折陡险。
其崖西邻洮水，凳道盘空，崖半横凿一径缘崖而过。
其石即于径侧凿坑取之。
向犹浅，今则渐深，用力倍难。
闻崖底石甚美，理亦近是，然洮水到此绝流，驶浪激崖而转，不可至也。
又山险峻，神亦灵异，夏秋间或凿取之，辄降冰雹，灾及数十百里焉！
”（六）民国陈宝全《西北论衡》第九卷所著《甘肃的一角》：“临潭城北喇嘛崖，属杨复兴土司之
拉卜什旗管辖，产有水成岩之洮砚石，为国内文房鉴赏玩品。
石带绿色，质含水分，著墨于内，经久不涸。
邑人曾咏为：‘鹦哥佳色自洮来，压倒端溪生面开。
取出绿波犹带水，女娲留得补天材。
’又云：‘洮砚质如何？
黄膘带绿波，终日水还在，隔宿墨犹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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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砚·洮砚》是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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