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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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丝石，因其色红黄相间而又有或红或黄的丝纹而得名。
根据史料记载，唐中和年间曾采于青州黑山，后陆续开采于山东临朐老崖崮，是一种制砚极佳的石料
。
用红丝石制砚，名红丝砚。
自唐至今，历代典籍对红丝石、红丝砚多有记载，并有许多文入墨客以诗辞赋铭等高度赞誉，唐宋时
期红丝砚以其质地细腻温润、色彩鲜艳华丽、纹理奇特多姿的显著特点被誉为四大名砚之首。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十分重视和喜用青州红丝砚，他在《论砚》中有：“青州石末砚第一，绛州次之”
“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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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绍祥，1957年生，山东省临朐县人，大专学历。
二十余年来，受石可先生影响和指导，潜心于红丝砚的研究、创意和开发，并擅刻砚铭。
其砚铭作品被国内外收藏爱好者所收藏。
砚专业论文分别被《收藏》、《宝藏》等国家级杂志发表。
现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潍坊市工艺美术协会常务理事，山东临朐红丝砚
艺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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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红丝砚之渊源红丝石，因其色红黄相间而又有或红或黄的丝.纹而得名。
根据史料记载，唐中和年间曾采于青州黑山，后陆续开采于山东临朐老崖崮，是一种制砚极佳的石料
。
用红丝石制砚，名红丝砚。
自唐至今，历代典籍对红丝石、红丝砚多有记载，并有许多文人墨客以诗辞赋铭等高度赞誉，唐宋时
期红丝砚以其质地细腻温润、色彩鲜艳华丽、纹理奇特多姿的显著特点被誉为四大名砚之首。
由于资源稀少加之开采条件所限，四大名砚中的红丝砚后被澄泥砚所取代。
唐宋时，红丝石的产地青州、临朐均属青州府所辖，所以，红丝砚亦称“青州红丝砚”。
现在的青州市和临朐县则同属潍坊市所辖。
因为历史上的青州府与现在的青外I市的行政区域概念已完全不同，所以历史上的青州红丝砚随着行政
区域的变革而演化为青州红丝砚和临朐红丝砚。
青州黑山距临朐老崖崮直线距离仅20几公里，目前这一距离内的其他地方已有红丝石发现，其石质大
同小异。
看来，青州黑山和临朐老崖崮只不过是历史上开采红丝石的两个点。
所以，青州红丝砚和临朐红丝砚只是行政区域和习惯叫法不同，二者属同一石脉，统称红丝砚。
自唐中和年间至今，红丝砚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一千多年来，红丝砚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有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还有许多至今不为人知的经
历和故事。
特别是红丝砚的发展有比较长的一个断档期，历史资料也远远不如端歙等砚多。
所以，对于红丝砚一直有着种种传说，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爱好者，对红丝砚也缺乏系统的了解和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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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红丝砚是历史名砚，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也曾经名列“四大名砚”之首。
然而红丝砚的发展却没有像其他历史名砚一样繁荣，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发展较晚、名不见经传的新砚
种。
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由于红丝砚的宣传不够、专业系统介绍得不多，致使许多砚爱好者对它缺乏
认识、了解。
不管是古籍还是新著，端歙等砚的专业书籍一本接一本，而系统介绍红丝砚的专业书籍至今空白。
鉴于此，本人虽然深知自己学术浅薄，力不从心，却觉得十分有必要、也有责任写这本《红丝砚》。
决心好下，说说也容易，但真正要整理成文，并且成书出版，对本人而言，却有着极大的压力，诚惶
诚恐之心恐怕也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好歹20余年来，本人从爱砚到爱好红丝砚，期间虽然几乎占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连“书法爱好
”也放之其次了，却接触了许多红丝砚爱好者，积累了一些有关红丝砚的历史，资料，在红丝砚文化
的研究上有了一些认识和体会，并在2004年将其整理成了一本未经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名砚——红
丝砚》。
又鉴于此，才敢在诸多老师和同道面前班门弄斧。
本书旨在系统而全面地介绍红丝砚，书中对历代名人给予红丝砚的品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介绍
原文的前提下，掺入了一些个人的观点，仅供红丝砚爱好者研讨。
而更多的还是本人对红丝砚研究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属一己之见。
如能为红丝砚爱好者所参考和借鉴、对红丝砚的发展与宣传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人将倍感欣慰。
本书的编写，离不开各方面人士的支持。
石可先生、王庆德先生为原书所作的序言仍是本人编写本书的动力；故宫博物院的金运昌老师为支持
本书编写，特作诗两首以鼓励；姜书璞、刘克唐先生也积极提供自己的砚铭作品，为本书增辉不少；
淄博的红丝砚爱好者更是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无私的支持；青州、临朐的红丝砚爱好者积极参与；王
兆杰先生在图片的拍摄、李风亮、冯元钊老师在文字的修整与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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