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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来，民间收藏观赏石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观赏石的鉴赏已经把人们象征性的想象创造力朝着
极致方向推进了。
民间收藏观赏石水平的提高，缘于人类所具有的创造象征的天赋。
人类创造象征的历史表明，世界万物都具有象征性意义：自然对象或人造对象（诸如房屋、飞机、火
车、汽车、舟船），乃至抽象形式（诸如数字、正方形、三角形、圆形）都可有其象征意义。
事实上，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潜在的象征。
今天，人类的聪明才智虽然已经创造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崭新世界，这个世界控制着大自然，并在原
先广袤的大地上遍筑机械和高楼。
毋庸置疑，这些坚固的现代化结构对于人类极为有用，因而我们甚至不可能看到摆脱它们的可能性。
但是与此同时，人类也逐渐感到自己在宇宙中好像被隔离，他不再融身于大自然之中；人类早先与大
自然情同手足的联系已不复存在了。
随着这种联系的丧失，象征性联系所提供的强烈的情感能力在很多人的身上便不知不觉渐渐销遁。
现在旅游热在全世界范围掀起，而且经久不衰，渐趋深入，原因也正在于人们在遍游名山大川时，找
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中国民间观赏石收藏热的形成，也在于人们在观赏这些奇石时，像照着一面面镜子，照到了自己的精
神的乐同。
问题是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意识到精神家同的重要，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乐园。
冈此，沈丽雅、夏肇明编著的这本《发现的艺术》现在问世，以及他们所创建的观赏石展示厅，我感
到就很有意义；它让我和我的同事们，也让所有爱好者今后都可以真正感受到象征性联系所提供的强
烈的情感；它让大家真正体验大自然的广袤和神奇，给了人们一种很震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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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浅入深地描述了中国赏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国观赏石的石种分布和观赏石的赏析、风水、收
藏等内容。
书本的纸张、印刷、排版、图片均属上乘，是一本玩石人值得收藏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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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丽雅和夏肇明是母子俩，二人共同执著于石海拾珍，可谓母子天性相连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作者感动于雨花石子的绚丽缤纷，于是“见色起意”，从此便扎
入石海，一发不可收拾。
岁月悠悠，一晃已近二十载光景，正值当代观赏石的资源开发期，故长年累月所藏颇丰，特别见长于
“瀚海遗珍”——内蒙古戈壁石。
2005年，作者创建家庭藏馆，并成立“石尚金典”赏石沙龙，广交天下爱石之士。
2010年文汇出版社的海派收藏；一书中对沈丽雅的收藏成就作了详尽的介绍。
作者编著本书，意在将多年赏石藏石的所见所闻与广大读者同学共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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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怎样为观赏石进行主题命名主题命名的基础是被命名的观赏石，即观赏石的“像”。
纵观观赏石的主题命名，归纳起来不外乎描述型、提升型和发散型这三种形式。
（1）描述型描述型是最基本的命名方法，为具象观赏石命名时常被采用。
作者完全忠实于观赏石的“像”，并对“像”进行总结、概括和提炼。
描述型的命名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学问，许多命名非常精彩。
明代就有画家米万钟以唐诗宋词名句来描述雨花石珍品，极具诗情画意，这种做法为后世效仿，引申
开来还可用脍炙人口的历代名画题铭、歌曲名、典故、成语等来命名。
例如：①这枚南京雨花石，暗黄的底色，左上角呈现一个白色的圆球，酷像一轮明月；正面是数条排
列有序的白色曲线，似连绵起伏的波浪，因此可以直接命名为《月夜》或《海上明月》。
作者引用了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海上明月共潮生”的诗句来命名。
不仅恰当，还让观赏者由此体会到这枚雨花石蕴涵的独特意境。
②这枚蛋白石质地的雨花石，石面的下方隐现山石景象，上部则留白出迷离的空间，整个画面呈现出
雾朦胧的意境，更妙的是，一座古代的亭阁在云雾之中慢慢地升腾，颇具中围画意，令人不南自主地
联想到美丽的海市蜃楼。
命名时借鉴了我国的成语典故“空中楼阁”，既描述出作品画面的意境，又寓以了深层次的含意。
③这方戈壁石上密布古生物的遗迹，犹如一枚枚钱币，而且锈迹斑斑，仿佛经过许多年的岁月沉淀了
。
确实，二亿年前的内蒙古曾是汪洋大海，海底生物残骸早已被石化。
抓住带锈斑的钱币这一重要特征，命名为《古钱留痕》，诠释出该作品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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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现的艺术:中国观赏石品鉴与收藏》：“品鉴与收藏”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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