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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子军先生要写一本有关巴林石的书可谓夙愿已久，差不多七八年前，他就和我透露过此意。
那时就我所知，他不开采巴林石，不雕刻巴林石，不经营巴林石，似仅有些许收藏，要写巴林石的书
谈何容易。
因此，我曾戏谑说他是“空手套白狼”。
不料前不久，他郑重告我，书已脱稿，邀我作序，我吃了一惊；及至看了全部书稿，几近震撼。
没想到，该书非但精准，且全面、周到，并有不少新意，真可称得上是部反映巴林石方方面面的全书
，他还真的套住了一只大个儿的白狼。
　　说起巴林石。
我与之有着不解之缘。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刻印，但苦于找不到印石；“文革”串联时，在外地
见有卖寿山、青田石的，却限于购买力，只能弄上几块；到了70年代，我在巴林右旗“蹲点”，发现
当时还被称为叶腊石的巴林石是刻印的上好材料。
于是，从那时起，找巴林石、切巴林石、磨巴林石、刻巴林石，成为我一直没有放下的爱好和事业。
其间，我有幸参与了巴林石地方标准的制定，参与了《中国巴林石》书稿的修订及编辑出版，参与了
《赤峰石文化研究》巴林石专章的撰写，参与了中国印学博物馆及西泠印社对巴林石考察等一系列活
动。
在与篆刻同仁共同发起成立印学组织时，我们情有独钟地冠名为赤峰巴林印社。
至于与巴林石有关的事情，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关注，有的亦有所参与。
可以说，我是用着、帮着、看着巴林石长大的，是古老的巴林石走出深闺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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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林石全书》19万字，配有不同种类的巴林石和印石 图片40余幅。
整部书图文并茂、观点新颖、视角独特，很多信息资料属于首次披露，是一部学术性、文学性、资料
性于一体的巴林石专著。
它的出版发行，填补了巴林石缺失全书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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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子军，一九五四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
多年来从事文秘和文化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公务之余，潜心书法理论和巴林石理论研究，为中国观赏石协会会员。
曾编著《宁斧成书张迁碑赏析》、《郑大光书法》、《郑大光草书、隶书千字文》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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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矿山分为五大采区，大画石山西面的小山包为一采区；东面大山包的西侧，以山洼为界，西为
二采区，东为三采区；大山包的东侧为四采区。
四个采区的矿脉分别编号，小画石山统称五采区。
五大采区分述如下：　　一采区：面积0.8平方公里，最高点高程1058米，第一窝子福黄冻就是卧子班
长刘福在这个采区1号采坑发现的，当时他与同伴历尽千辛万苦，长时间寒水中作业，险致瘫痪，为
了纪念他的贡献，矿里将此类石命名为“刘福黄”，简称“福黄”。
由于这个名称符合中国传统吉祥寓意，加之福黄在外观上，与久负盛名的寿山“田黄”有异曲同工之
妙，所以很快在社会传播开来，成为与巴林鸡血石相齐驱的巴林石名贵品种。
该采区1978年开始大面积开采。
矿脉密集较厚，延续性好，主要矿脉延长近100米，延深近80米，共有矿脉二十多条，现开采的有五条
，其他已采尽。
该采区矿石品种较多，档次较高。
巴林石大多数品种都出自该采区。
鸡血石产于该区的1号、2号、3号、10号坑，蜚声中外的鸡血石王就是1994年5月18日在这个采区10号
坑采出的。
近年开采的福黄石也产于1号坑。
　　二采区：面积0.7平方公里，最高点高程1098米。
1975年开始大面积开采。
矿脉稀疏，延续性不好，大部分矿脉较薄，共有矿脉六条，现存三条。
品种有红花石、青白石，还有少量的冻石，　　三采区：面积0.3平方公里，最高点高程1131米。
1974年开始大面积开采。
矿脉稀疏，但主要矿脉较厚，延续性较好，延长近100米，延伸近50米。
主要品种有青白石、少量红花冻和其他冻石，间有特殊的以白料为主体的黄皮石、少量的鸡血石。
　　四采区：面积0.2平方公里，最高点高程1080米。
虽矿脉不多，但矿脉延续性好、厚度大，延长150米，延深70米，最大厚度达2.5米。
查干沐沦苏木在该矿区采矿达十几年，1993年归属巴林石美术公司，所以也叫“社矿”。
现该脉组大部分矿石已被开采枯竭。
主要品种以彩石类和图纹石为主，间有少量冻石和鸡血石。
　　五采区：面积O.3平方公里，最高点高程987米。
1974年开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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