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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砚是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手工艺术品，是中国文房四宝中不可或缺的瑰宝。
砚是研磨用具，“砚”古代又作“研”。
汉。
刘熙《降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汉·许慎《说文》：“砚，石滑也。
”“滑”者“利”也，意“研磨”。
文房用具之一的砚为记载、传播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极为典型的中国历代
美术之实物载体。
　　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曾记载：“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日‘帝鸿氏之研’
。
”东汉·李尤《墨研铭》日：“书契既造，研墨乃陈。
烟石附笔，以流以申。
”这些资料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中国砚之历史久远。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石砚，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砚台”，距今约5000年左
右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砚的材质多样、品种众多，但历代文人墨客称道的是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这“
四大名砚”，与端砚并称为“砚中双璧”的歙砚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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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砚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脉及东方艺术的瑰宝，历来被文人墨客所青睐。
时至今日，歙砚艺坛新秀辈出，他们为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国粹而勤奋磨砺，勇于创新，谱写了歙砚
艺术史上新的篇章。
     本书是一本普及歙砚知识、宣传歙砚文化的专业书，着重说明要如实反映歙砚最新的发展状况，使
大家更好地了解歙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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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歙砚简史　　歙砚，因产于古歙州（后改徽州）而得名（唐宋时歙州下辖歙县、休、婺
源、祁门、黟县、绩溪诸县）。
古歙州各地都出产砚石，其中尤以产于婺源龙尾山的砚石纹色最多、品质最好。
清．徐毅《歙砚辑考》记载：“⋯⋯不日龙尾而日歙者统于同也。
”用龙尾石制成的砚是歙砚的精华和杰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四大名砚称谓之所指。
　　如果说端砚的发展还算得上是“一帆风顺”的话，歙砚的成长则可以说是起伏波荡。
概括地说就是：歙砚起源于唐，兴盛于宋，衰退于明清，复兴于聊代。
　　一、歙州地名的变迁　　歙州作为一个古地名，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歙州名称的由来以及婺源县归属的变迁。
　　古歙州在中国安徽省南部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秦统一中国后，曾在这里设置了黝（后改为黟）、歙二县，属鄣郡，这大概是“歙县”作为地名出现
在大家面前的最早时间吧，至今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了。
自公元280年置新安郡始，这里的地域格就已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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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歙砚新考》砚是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手工艺术品，是中图文房四宝中不可或缺的瑰宝。
砚是研磨用具，“砚”古代又作“研”。
汉·刘熙《降名·释书契》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汉·许慎《说文：“砚”，石滑也。
滑者利也，决研磨一。
文房用具之一的砚为记载、传播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极为典型的中国历代
美术之实物载体。
　　历代文人墨客称道的是端砚、歙砚、洮河观和澄泥砚这四大名砚，与端观并称为砚中双璧一的歙
砚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唐开元年，猎人叶氏逐兽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
端溪。
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斫为观，由是山上始传。
歙观是指以徽州地域范围内的现石为原材料，经歙县砚雕工艺精雕加工而成富含徽州文化内涵的砚台
，其特点是石质坚润、纹理缜密、涩不留笔、滑不拒墨、贮水不涸。
主要是以徽派雕刻艺术为核心，浮雕浅刻为主，精细见长，雕琢手法细腻，层次分明。
是典型的徽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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