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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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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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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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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茂的大千世界。
    由于我国砚的发展历史漫长而悠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形
成了各自的时代特征，其材质、造型、纹饰、雕刻工艺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人们长期使用砚的过程中，这些差异在不断的比较中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了以“端砚、歙砚、洮砚
、澄泥砚”四大历史名砚为主流的砚的体系。
同样，在砚之漫长的发展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不可计数的地方砚，它们分布在我国大江南北的不同
地域，它们石色多样、纹理丰富、姿态万千、变化无穷、让人赏心悦目；它们石质坚实、温润如玉、
软硬适中、发墨益毫，叫人爱不释手；它们因材施艺、突出本色，技艺精湛，巧夺天工，使人叹为观
止。
不但如此，它们同样也为记载、传承和延续我国的悠悠历史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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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1947年出生于北京。
自幼喜爱金石、书法、绘画等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得以与砚结缘。
1966年毕业于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后长期从事相关工作。
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接触和收集中国地方砚种，经过近30年的努力，对地方砚种的历史、现状、石
质、特色和雕刻风格等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并且已收集到国内20个省、市、自治区现今仍
在生产的地方砚近50种。
2008年曾被中国收藏家协会特聘为砚鉴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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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石质的优劣　　其实，砚之实用价值的高低，关键就是要看其下墨、发墨的质量高低，对
毛笔造成的损伤与否以及蓄水贮墨的效果好坏。
而这些结果都与砚石的质地优劣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关系。
石质过硬、过软、过粗、过细都会影响墨汁的质量和毛笔的寿命，而唯有那些质地缜密、刚柔适中、
抚若凝脂、细腻有锋的砚石，才能达到下墨快、发墨好、不吸水、不损毫的完美使用效果。
“四大名砚”也正是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才成为砚林翘楚。
有人觉得现在写字绘画很多都在使用墨汁，不再研墨了，所以石质的优劣已不太重要，这实在是一种
浅见。
砚者“研”也，一方不甚下墨或很难研出墨的砚，根本不能称其为砚，亦无以砚的名称存在之必要，
换句话说，地球上的石头俯拾皆是，如果我们制砚仅为求其名、求其形、求其色、求其纹而不求其质
，又何必千方百计寻找专用的砚石来为之呢？
相反，优质砚石制成的砚，特别是用稀缺砚石制成的砚，不仅在使用上可以得心应手，而且也是其收
藏价值的体现。
因此，砚体石质的优劣就是决定其实用价值高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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