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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引领: 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
   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

吕 肖 奂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砚屏并非南宋赵希鹄 !洞天清录 ∀ 砚屏辨# 所云 ∃自东坡、山谷始作%, 而是欧阳修至迟在庆

历八年就请人用虢州紫石 (又称月石 ) 制作而成, 并有了砚屏之名。在砚屏的产生与广泛流传过程中, 我

们可以感受到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创造性贡献, 以及他们发扬光大器物文化的主体精神与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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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赵希鹄 !洞天清录∀砚屏辨 # 云: ∃古
无砚屏。或铭砚, 多镌于砚之底与侧。自东坡、

山谷始作砚屏, 既勒铭于砚, 又刻于屏以表而出

之。% [ 1]
因为赵希鹄的 !洞天清录 # 被认为是

∃其援 引 考 证 皆 确 凿, 固 赏鉴 家 之 指 南

也 % [ 2]卷一二三
, 所以这段话常被文物界引用, 以说

明砚屏始作时间及其始作俑者, 以至于 ∃自东

坡、山谷始作砚屏 % 的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人
们广泛接受。砚屏产生于何时? 苏轼和黄庭坚真

是砚屏的始作俑者?

苏轼、黄庭坚的确有关于 ∃砚屏% 的诗文,

但是 ∃砚屏 % 却并非自苏、黄才 ∃始作%。实际

上,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三人早在庆历八年

( 1048) 就有好几首诗歌与短文描述 ∃砚屏 %,

而 ∃砚屏% 之名, 至迟也在该年八月已经确定。

最早的砚屏很可能就是欧阳修命人制作 (或自

作 ) 的。

一、砚屏的产生及其制作材料、过程

庆历八年, 欧阳修从 ∃虢州刺史 % 张景山

处得到一块 ∃紫石%, 他非常赏爱这块石头, 不

仅为之作 !紫石屏歌 # (一作 !月石砚屏歌寄子

美 # )
[ 3] 27
及序

[ 3 ] 474
, 而且请人为其画图

[ 3] 474
。在

一诗一文中, 欧阳修对这块石头的来历、石头上

的花纹以及花纹如何形成等等都做了描述。文

云: ∃张景山在虢州时, 命治石桥, 小版一石,

&&景山南谪, 留以遗予。% 诗云: ∃景山 (一

本作虢州刺史 ) 得之惜不得, 赠我意与千金

兼。%

诗文中所云的张景山即张昷之, !宋史# 有

传, 他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 庆历新政失败后,

他因为平保州之乱时得罪了缘边都廵检杨怀敏而

被贬谪到虢州∋。关于他贬谪虢州的时间, !续

资治通鉴长编# 云: ∃仁宗庆历四年九月, &&

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昷

之落职知虢州。% [ 4] 1411
在虢州时, 张昷之又因王

则贝州谋反事被人诬陷而夺三官南谪, !续资治

通鉴长编 # 云: ∃仁宗庆历八年二月, &&丁

丑, &&工部郎中张昷之为祠部员外郎、监鄂州

税。%
[ 4] 1496

据此, 则知张景山南谪在庆历八年二

月。那么欧阳修应在此年二三月张昷之南赴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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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得到其所赠的虢州紫石∋。

虢州在北宋属于永兴军路管辖, !宋史 ∀地

理志三 # 云: ∃虢州, 雄, 虢郡, 军事。&&贡
麝香、地骨皮、砚。县四: 卢氏、虢略、朱阳、

栾川。% [ 5 ] 296
大略相当于今河南卢氏、灵宝、朱

阳、三门峡一带。虢州所贡的砚是 ∃澄泥砚 %,

在唐代是贡品, 很受朝野欢迎, 但到了宋代却不

为人重视, 欧阳修 !砚谱 # 云: ∃虢州澄泥, 唐

人品砚以为第一, 而今人罕用矣。% [ 3 ] 525
制作澄泥

砚用的是 ∃澄泥 %( , 而并非石头 (紫石 )。

但 ∃紫石 % 在唐代元和初年被发现也可以

制作砚, 当时称之为稠桑砚 (因虢州有稠桑驿

而得名 ) , 在唐代中期一度十分流行。紫石被发

现和被制作为砚的过程, 在唐李匡乂的 !资暇
集 # 有详细记载: ∃稠桑砚, 始因元和初愚之叔

翁宰虢之朱阳邑, 诸季父温凊之际, 必访山水以

游。一日于涧侧见一紫石, 憩息于上, 佳其色,

且欲 (阙 )。随至, 遂自勒姓氏年月, 遂刻成

文, 复无刓缺, 乃曰不刓不麸, 可琢为砚矣。既

就琢一砚而过, 但惜重大, 无由出之。更行百步

许, 往往有焉。又行, 乃多至有如拳者, 不可胜

纪, 遂与从僮挈数拳而出, 就县第制斫。时有胥

性巧, 请斫之, 形出甚妙, 季父每与俱之涧所。

胥父兄, 稠桑逆肆人也, 因季父请解胥籍, 而归

父兄之业, 于是来斫, 开席于大路, 厥利骤肥。

土客竞效, 各新其意, 爰臻诸器焉。季父大中壬

申岁授陕。今自元和后往还京洛, 每至稠桑, 镌

者相率, 辄有所献, 以报其本, 迄今不怠。季父

别业在河南福昌邑, 下至于弟侄, 市其器, 称福

李家, 则价不我贱。 (原注: 然则其石以为诸

器, 尤愈于砚 ) % [ 6]卷下
可知元和初年, 李匡乂之

∃诸季父 % 首先在虢州朱阳一个山涧发现紫石
(今河南朱阳有紫石沟 ) , 而被当时朱阳邑的一

个胥吏制作为砚并以此为商业手段, 引起当地人

的仿效, 从而流行。这是虢石 (紫石 ) 第一次

被人发现并受到重视。

李匡乂原注所云的 ∃诸器 % 中, 不知是否

包括 ∃月石屏 (砚屏 ) %, 因为此段话虽两次提

到 ∃诸器%, 却都语焉不详。而北宋中后期人杨

彦龄在 !杨公笔录 # 中转述了这段话, 并肯定

∃月石屏% 在此时已经出现: ∃虢州朱阳山出石

砚及月石屏, 其来甚久。按唐李匡乂之叔祖元和

初为朱阳宰, 其诸子因访寻山水, 一日于涧侧见

紫石, 爱之, 遂自刻姓氏年月于其上, 复作为

砚。初惜其大不可挈, 复行百余步, 往往有如拳

者, 乃携归。有一县胥请斫之, 形制甚妙。胥父

兄, 稠桑旅人也, 遂解籍请归, 作此砚及诸器

用, 货之, 大获厚利。此事见李匡乂 !资暇

集 #。然其砚甚腻, 止可玩而不可使者。其石屏

自有满月及松柏形, 殆非人力可为, 亦莫测其

理, 不知何縁感化至此。% [ 7]
如果杨彦龄所言有

据, 那么 ∃月石屏% 至少在元和年间就出现了,

但是很可惜, 他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 而元和以

后谈及 ∃月石屏 % 的人也很少。
欧阳修诗文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的相关诗

歌, 还有后来苏轼等人有关月石屏的诗歌, 都没

有人提及李匡乂 !资暇集 # 的这段记录。欧阳

修 !月石砚屏歌序# 云 ∃此石古所未有%, 因此

他认为是他首先发现了这块紫石的价值; 再从欧

阳修诗文的一再描写和他激动不已乃至欣喜若狂

的态度看, 他是第一次看到虢州的紫石, 而其他

人则因为他对这块石头的激赏也才 ∃发现 % 了

虢州的紫石。由此可以推想, 可能晚唐五代以至

宋初, 虢州的紫石在中唐一时兴盛之后, 又被岁

月埋没, 默默无闻, 而到庆历八年, 张昷之、欧

阳修又重新发现了其价值。

欧阳修欣赏这块紫石, 是因为这片紫色的石

头上有花纹。!月石砚屏歌序 # 用非常朴实生动

的语言对石纹做了详细描述: ∃小版一石, 中有

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 月中有树森森然, 其文墨

而枝叶老劲, 虽世之工画者不能为, 盖奇物也。

&&其月满, 西旁微有不满处, 正如十三四时。

其树横生一枝外出, 皆其实如此, 不敢增损, 贵

可信也。% 如此看来, 也不过是一块紫色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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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阳修 !紫石屏歌# 在 !欧阳修全集# 的目录中下注是庆历七年, 显然有误。 !月石砚屏歌序# 目录下
注是庆历八年。按, 序与歌可能同时作 , 后来避免重复而分开。

苏易简 !文房四谱# 卷三 !砚谱水滴器附# 云: 作澄泥砚法: ∃以墐泥令入于水中, 挼之, 贮于瓮器内, 然

后别以一瓮贮清水, 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 俟其至细, 去清水, 令其干, 入黄丹团和, 溲如面, 作二模如造茶者,
以物击之, 令至坚, 以竹刀刻作砚之状, 大小随意。微荫干, 然后以刀手刻削, 如法曝过, 间空垜于地, 厚以稻糠并

黄牛粪搅之, 而烧一复时, 然后入墨蜡, 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 含津益墨, 亦足亚于石者。% 欧阳修 !砚谱 # 云:

∃今人乃以澄泥为古瓦, 状作瓦, 埋土中久, 而斵以为砚。% 澄泥是泥水沉淀而成, 属于陶、瓦一类材料, 而非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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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一个白色的月亮, 月亮中有一棵树而已, 欧

阳修何以如此激赏?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花纹的形

成出于天工自然, 而且激发了欧阳修的好奇心和

想像力。当然也是因为张景山 ∃自云每到月满

时, 石在暗室光出檐%, 说明这块石头上的月亮

有夜光, 使其显得更为神奇。

欧阳修不仅为这块石头写了诗文, 他还让当

时的著名画家来松将此石如实描绘出来, 并将画

与诗文一起寄给谪居苏州的苏舜钦。 !月石砚屏

歌序# 云: ∃予念此石古所未有, 欲但书事, 则

惧不为信, 因令善画工来松 (一作谟 ) 写以为

图。子美见之, 当爱叹也。% 欧阳修之所以将诗

文画都寄给苏舜钦, 是因为 ∃吾奇苏子胸, 罗

列万象中包含。不惟胸宽胆亦大, 屡出言语惊愚

凡。% [ 3] 27
他相信苏舜钦会 ∃爱叹 % 这块石头, 而

且会有比他自己有更加惊人的想像力。另外这块

石头能够 ∃镌镵 % 成什么有用的东西, 欧阳修

还没有决定, 他想听听苏舜钦的建议: ∃自吾得

此石, 未见苏子心怀惭。不经老匠先指决, 有手

谁敢施镌镵? % [ 3] 27
欧阳修认为心胸阔大的苏舜钦

就是能够规划设计此石的 ∃老匠%。
但是苏舜钦的 !永叔石月屏图 # (黄本陈本

作 !永叔月石砚屏歌# )
[ 8] 50
长歌重心是对石纹更

加奇特的想像, 并没有指出此石应该做成什么。

倒是想像力比较缺乏却很实在的梅尧臣, 在读了

欧苏二人的诗歌后, 写了一首 !读月石屏诗 #∋

云: ∃无此等物岂可灵, 只以为屏安足惜。% 他

指出此石上无嫦娥蟾蜍玉兔等物, 并没有什么神

奇之处, 可以毫不吝惜地作 ∃屏%。

就在庆历八年, 欧阳修以知制诰徙知扬州,

这年中秋节前后, 梅尧臣路过扬州去拜访他, 欧

阳修显然已经将那块紫石做成了砚屏。他向梅出

示了 ∃月石屏%, 并邀梅尧臣观赏赋诗。梅尧臣

后来的几首诗都回忆起此事, 他的 !中秋月下

怀永叔 # 云: ∃往年过广陵, 公欣来我值。&&
一夜看石屏, 怛吟无逸气 (原注: 当时出月石

屏同吟 )。% [ 9 ] 733
至和二年 ( 1055) 梅尧臣 !寄维

扬许待制# 云: ∃当时永叔在扬州, 中秋待月后

池头。&&主人持出紫石屏, 上有胐魄桂树婆娑

而枝虬。作诗夸诧疑天公, 爱惜光彩向此

收。% [ 9] 775
这件中秋无月而赏看紫石上的圆月事令

梅尧臣印象深刻。

梅尧臣当时所赋的诗歌是 !咏欧阳永叔文

石砚屏二首 #, 这两首短诗指出了欧阳修砚屏的

形制和作用。其一: ∃虢州紫石如紫泥, 中有莹

白象明月。黑文天画不可穷, 桂树婆娑生意发。

其形方广盈尺间, 造化施工常不没。虢州得之自

山窟, 持作名卿砚傍物。% 其二: ∃凿山侵古云,

破石见寒树。分明秋月影, 向此石上布。中又隐

孤璧, 紫锦藉圆素。山祗与地灵, 暗巧不欲露。

乃值人所获, 裁为文室具。独立笔砚间, 莫使浮

埃度。% [ 9] 457
通过梅尧臣这两首诗, 我们可以了解

到, 欧阳修至迟在庆历八年中秋前后已经将那块

石头按照自然纹理进行加工, 做成了一个 ∃砚

傍物%    ∃砚屏%, 其形制在 ∃方广盈尺间 %,
其作用是 ∃独立笔砚间, 莫使浮埃度 % 即为砚

台障尘。可以说, 这是中国第一块砚屏, 是欧阳

修用虢州紫石做成的砚屏。

二、砚屏之名与铭

同一块砚屏, 在欧、苏、梅的诗文中, 或被

称作紫石屏、石月屏, 或被称作文石砚屏、月石

砚屏, 而且三人写此砚屏的诗题、文题均不同,

就连欧、苏各自的诗题也分别有两个 ( , 这是否

说明砚屏名称当时还无法固定或者说没有统一的

名称? 称之为 ∃紫石%, 着眼于石头的色彩, 称

之为 ∃文石 %, 则着眼于石头上的纹路, 而称之

为 ∃石月%、 ∃月石 % 则特别强调石头上的满月

形状。因此这块石头就有了不同的名称。而或称

为 ∃屏 %, 或称为 ∃砚屏 %, 则是因为 ∃屏 % 是
各种大小不同形制屏风的总称, 且 ∃屏 % 的起

源很早 (至少在汉代就有了 ), 而 ∃砚屏 % 只是

屏的一种, 起源又较晚, 一时还没有定称。这是

欧、苏、梅三人写此砚屏的诗题文题不同的原

因。至于欧、苏各自的诗题也分别有两个, 则可

能是因为最初并无定称, 后来有了定称才改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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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本 !宛陵集# 卷三十八 !读月石屏诗# 后注云: 自此起皇祐三年五月至京后。朱东润 !梅尧臣集
编年校注# 卷二十一沿用此说, 题作皇祐三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562页 )。此说不确, 据诗意, 梅诗当作
于庆历八年欧苏诗作后不久, 当在 !咏欧阳永叔文石砚屏二首# 之前。

!紫石屏歌# 一作 !月石砚屏歌寄苏子美#, 欧又有 !月石砚屏歌序#。苏舜钦的 !永叔石月屏图# 又作 !永
叔月石砚屏歌#。梅尧臣也有 !读月石屏诗# !咏欧阳永叔文石砚屏二首#。对砚屏均有不同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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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外, 石屏和砚屏一直被后世混用, 如苏

轼、黄庭坚诗集中, 石屏和砚屏就如此: !苏轼

诗集# 卷二十七有 !狄咏石屏#, 而狄咏这个石
屏在 !苏轼诗集 # 同卷 !雪林砚屏率鲁直同赋 #

又被称作 ∃雪林砚屏 % [ 10] 1461
, 黄庭坚 !子瞻题

狄引进雪林石屏要同作 # 则称为 ∃雪林石屏 %
[ 11] 992

。所以欧、苏、梅混称也不奇怪。

但是 ∃砚屏 % 这个名称在庆历八年已经出

现, 却是无疑的。梅尧臣 !咏欧阳永叔文石砚

屏二首 # 已经有 ∃砚屏 % 之名, 同年梅尧臣还

有一首诗名为 !广陵欧阳永叔赠寒林石砚

屏 #[ 9] 470
再称 ∃砚屏%。这可以证实, 砚屏无论

是制作还是命名都不是从苏、黄 ∋开始的。 !洞

天清录 # 所云苏、黄 ∃始作砚屏 % 不确切。
!洞天清录∀砚屏辨 # 第一条题目就是 ∃山

谷乌石砚屏 %, 但内容却云: ∃山谷有乌石砚、

石屏, 今在婺州义乌一士夫家。南康军乌石。盖

乌石坚耐, 它石不可用也。% 黄庭坚有乌石砚,

!山谷别集# 卷十九 !与敦礼秘校帖 # 其五云:

∃某有大乌石研, 制作甚适用, 或要观, 可遣四

人并小扛床来取之。%但黄并未云他有 ∃乌石砚
屏 %。而这段话又常被转引成 ∃山谷有 !乌石砚

屏铭#%, 然而黄庭坚文集中并无 !乌石砚屏

铭 #。他的集中倒是有一篇 !石秉文砚屏铭 #( ,

然所描写的砚屏似乎也是虢州月石, 而非用

∃南康军乌石 % 所作的 ∃乌石砚屏%。!石秉文砚

屏铭# 倒可以证明, 黄庭坚是在砚屏上镌刻铭

文的开创者之一。

三、欧阳修月石砚屏的流传

欧阳修对他的首块月石砚屏特别珍爱, 不仅

与苏、梅一起为它写诗写文, 还常将它出示给其

他客人, 请客人赋诗, 如 !风月堂诗话 # 卷上

就记载: ∃欧公居颍上, 申公吕晦叔作太守) ,

聚星堂燕集赋诗分韵, &&徐无逸得月砚屏
风。% 可见徐无逸也曾为此砚屏题诗 (今不存 )。

这块月石砚屏, 因为有了众多诗人、名人的

题诗而名垂青史。直到南宋, 叶适还见到过这块

砚屏, 并做了记录, !水心集# 卷二十九 !题石

月砚屏后# 云: ∃欧阳文忠公石月砚屏, 余见于

陈文惠公∗裔孙忠懿家, 云公昔所赠也。欧公爱

玩不自持, 至谓 +两曜分为三 , , 苏子美、梅圣

俞又各为说, 美恶相攻, 反令此石受垢, 良可叹

尔。物之真者, 世不必贵。常贵其似, 然相似之

品亦多, 盖其偶然, 又皆人所共见, 不甚异也。

月中有树, 世莫能见, 特相传尔。石晕正圆白,

中涵树文, 因其可见象所莫见, 虽难言之, 若相

传为不谬, 则以石似月, 有足异者矣。况经诸公

辩博之论, 垂二百年乎, 陈君宜宝藏也。嘉定癸

酉。% 叶适在 !习学记言 # 卷四十七又云: ∃月

石砚屏, 余顷见之长溪陈氏, 云其旧物, 莫知是

非。然何足道? 喜其似而强名之, 又为之穷搜异

说以为博。君子之学, 所宜慎也。% 叶适显然对

这块月石砚屏不以为然, 尤其是对欧阳修等人

∃穷搜异说以为博 % 感到不满, 甚至引以为戒。

但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到月石砚屏直到嘉定年间还

被陈尧佐的后代珍藏。

四、欧阳修等人唱和诗引发

虢石和砚屏盛行

欧阳修等人庆历八年围绕月石砚屏的酬唱称

颂, 使虢石和砚屏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重视, 引

发了一场关于石头与文房物事欣赏的审美潮流。

第一块砚屏做成后, 欧阳修对虢石和砚屏有

更加浓厚的兴趣, 他所收藏的不止这一块虢石做

成的砚屏。熙宁四年, 欧阳修致仕退居颍州, 是

年九月, 苏轼路过颍州, 应欧阳修之命作 !欧

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 ∃何人遗公石屏风, 上

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 独画峨嵋山西

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

到, 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 刻画始

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 骨可朽

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 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 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愿公作

诗慰不遇, 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从苏轼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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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八年苏十三岁, 黄三岁。关于 ∃砚屏% 的记载, 杨彦龄的 !杨公笔录# 比 !洞天清录# 要早。
四库全书本 !山谷别集# 卷二 !石秉文砚屏铭#: ∃东方作矣, 照耀万物。太白晱晱, 犹配寒月。影落石中,

千岁不灭。% 苏轼集中今无砚屏铭。
皇祐元年至二年, 欧阳修知颍州, 吕公著时为通判。!风月堂诗话# 误。
四库全书本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上卷十五有欧阳修的 !陈文惠公尧佐神道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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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石屏的画面描写看, 该砚屏并非庆历八年的紫

石屏, 而是另一块同样产自虢州的水墨孤松石

屏。欧阳修这一举动, 无疑直接引导了苏轼对紫

石屏的兴趣, 苏轼后来也收藏了一些月石砚屏。

嘉祐元年 ( 1056) , 欧阳修为吴充 (字沖

卿 ) 学士的一块石屏写了 !吴学士石屏歌# (一

作 !和张生鸦树屏# ) : ∃晨光入林众鸟惊, 腷膊

群飞鸦乱鸣。穿林四散投空去, 黄口巢中饥待

哺。雌者下啄雄高盘, 雄雌相呼飞复还。&&虢

工刳山取山骨, 朝镵暮斫非一日。&&鬼神功成
天地惜, 藏在虢山深处石。&&乃传张生自西

来, 吴家学士见且咍。% [ 3 ] 42
可见这是一块有月鸦

树图纹的虢石砚屏。吴沖卿拿给欧阳修看, 希望

欧与以前所 ∃曩获 % 的那块比较一下, 梅尧臣

和诗 !和吴沖卿学士石屏 # 云: ∃忽得虢略一片

石, 其中白色圆如规。又有树与乌, 画手虽妙何

能为。吴乃持问欧阳公, 比公曩获尤可疑。疑不

可辨赋以诗, 诗辞灿灿明星垂。% [ 9] 883
这次酬唱王

安石也参与了, 吴充也有诗作∋。这次围绕鸦树

砚屏的唱和, 更加提升了紫石砚屏的知名度。

元祐七年 ( 1092) , 苏轼有一首诗歌也写到

月石砚屏, 诗题是 !轼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

书公, 复以涵星砚献纯父侍讲, 子功有诗, 纯父

未也, 复以月石风林屏赠之, 谨和子功诗并求纯

父数句 #[ 10 ] 1924
, 诗中提到的两块赠两范的月石

砚屏、月石风林屏皆虢州所产(。苏诗中有一句

云: ∃久知世界一泡影, 大小真伪何足评。% 可

知元祐年间, 月石砚屏使用、流传已经十分广

泛, 以至于真赝难辨。苏轼在 !书月石砚屏 #

还专门谈到了如何辨别月石砚屏的真伪: ∃月石

屏, 扪之月微凸, 乃伪也。真者必平, 然多不

圆。圆而 平, 桂满而 不出, 此至 难得, 可

宝。% [ 12] 2241
欧阳修等诗人对月石砚屏的创造和夸

扬, 推动了各种砚屏的生产与流行, 诗人的好尚

与创造力、想像力直接拉动了商业的繁荣。

从庆历八年到元祐七年, 不过 30余年, 虢

石 (又称紫石或月石 ) 与砚屏的命运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让人们感受到北宋诗人

(文人 ) 引领时代风尚、物质文化、审美潮流的

魅力, 是那个时代引领风尚的人物, 是那个时代

士大夫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倡导者。

此后的石谱、砚史以及关于文房物事的谱录

类图书中, 一般都会著录虢石和砚屏。如米芾

!砚史 # 云: ∃虢州石: 理细如泥, 色紫可爱,

发墨不渗, 久之石渐损回。硬墨磨之, 则有泥

香。%
[ 13]
这个介绍可以注解梅尧臣 ∃虢州紫石如

紫泥% 这句话。 ∃紫石如紫泥 %, 可能是后人混

淆澄泥砚与稠桑砚的主要原因。南渡前后的杜绾

在他的 !云林石谱# 卷中云: ∃虢石: 虢州朱阳

县石, 产土中或在高山, 其质甚软, 无声。一种

色深紫, 中有白石如圆月, 或如龟蟾吐气白雪之

状, 两两相对, 土人就石叚揭取, 用药点化镌治

而成。间有天生如圆月形者, 极少得之。昔欧阳

永叔赋云月石屏诗, 特为奇异。又有一种色黄

白, 中有石纹如山峰罗列, 远近涧壑相亦是成

片。修治镌削度其巧, 辄乃成物像, 以手砻之,

石面高低, 多作砚屏置几案间, 全如图画, 询之

土人, 石因积水浸渍, 遂多斑斓。% )由此我们

对虢石有了更多的了解。

南宋虢石砚屏也很流行, 杨万里、张镃等人

曾为之写诗, 陆游还将一个月石砚屏赠送给张

镃。此后, 砚屏与文房四宝一样, 成为文人案头

常备物品。明清砚屏的制作尤为兴盛, 其材质与

形制都更加丰富多彩, 虢石虽仍是众多材质之

一, 但不再享有独盛宋代的那种声誉。

五、想像力的竞技

月石砚屏在北宋中期骤然流行, 可以说完全

由欧、苏、梅等人几首唱和诗的大力称扬而引

起。这几首诗歌可谓是想像力的竞技, 它们对后

代砚屏诗、文房物事诗乃至咏物诗影响巨大。

欧阳修是此次唱和的发起人, 他在 !紫石

屏歌# 中驰骋想像, 对月石砚屏所用的紫石及

其上的花纹作了十分夸张的描述, 与 !月石砚
屏歌序 # 的朴实描述完全不同。诗中对紫石上

白色月亮的来历做了充满想像力的猜测。欧阳修

的想像力无疑是大胆而神奇的, 尤其是他说紫石

原在潭水中, 而由雷公挥巨斧斫落人间, 可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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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本 !王荆公诗注# 卷十有 !和吴冲卿鸦树石屏#, 中有 ∃君 (吴充 ) 诗雄盛付君手% 之句。
详参苏此诗以及范祖禹 (纯父 ) !子瞻尚书惠涵星砚月石风林屏赋十二韵以谢#、苏轼 !次韵范纯父涵星砚

月石风林屏诗#。均见 !苏轼诗集# 卷三十六。
杜绾为庆历宰相杜衍之孙, 欧阳修与杜衍过从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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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千载之下而视通千里之外; 他还把石上之月径

直与日月并称而云 ∃两曜分为三 %, 并由此生发

出疑问: ∃若令下与物为比, 扰扰万类将谁瞻 %,
将无作有, 真幻不辨, 真是匪夷所思。这种神奇

的想像无疑使再平凡的事物也变得不平凡。

欧阳修如此奇异地描述, 并非打算 ∃穷搜

异说以为博 %, 而是另有目的: ∃大哉天地间,

万怪难悉谈。嗟予不度量, 每事思穷探。欲将两

耳目所及, 而与造化争毫纤。% [ 3] 27
他想用诗人的

想像力以及诗笔 ∃与造化争毫纤 %, 并由此触摸
到诗歌除了言志抒情之外的另一种功能或本质。

而他 ∃与造化争毫纤 % 的创作努力, 也使得传

统咏物诗在即物抒情和以物象征隐喻之外, 又增

强了以物激发、考验诗人想像力的功能∋。

欧阳修将 !紫石屏歌 # 以及月石图首先寄

给苏舜钦, 一反平常唱和首先寄给梅尧臣的惯

例。而 ∃胸宽胆亦大 % 的苏舜钦, 果然不负欧

阳修的厚望, 在 !永叔石月屏图 # 中表现出超

乎常人的想像力。
[ 8 ] 50
苏舜钦增加了嫦娥到下界

捉走蟾蜍玉兔一节, 使欧阳修 ∃虾蟆白兔走天

上, 空留桂影犹杉杉 % 的说法更加 ∃坐实 % 可
信, 他绘声绘色地描述, 平添 ∃此说% 不少意

趣。他又用 ∃老蚌吸月 %、 ∃水犀望星% 等典故

证实物物相感之理, 然后再推论出 ∃彤霞烁石 %
∃白虹贯岩% 而产生了紫石, 把想像与逻辑推理

结合起来, 为幻想增添理趣和雅趣。

梅尧臣 !读月石屏诗 # 显然作于欧、苏诗

后不久。梅尧臣是老实厚道的诗人, 他显然缺少

欧、苏的想像力, 而且他似乎也没有想像出奇的

兴趣, 所以很煞风景地说此石 ∃徒为顽璞一片

圆 %, 还把欧、苏的想像揭穿撕破, 消解了欧、

苏诗的神奇与幻想。对比之下, 梅尧臣显见不属

于想像力丰厚的诗人, 他擅长的是平淡朴拙的描

述叙事。

苏轼读过这三首诗, 他虽在 !轼近以月石
砚屏献子功中书公&&# (见前引 ) 云: ∃笑彼

三子欧、梅、苏, 无事自作雪羽争 (公自注:

诗见三人诗集 )。% 但他的几首关于月石砚屏的

长诗( , 却都颇有模仿欧、苏诗竞技想像的痕

迹。苏轼在此诗中还称赞范百禄云: ∃大范忽长

谣, 语出月胁令人惊。% 可知范百禄的答谢诗也
有充满想像的惊人之语。在此诗中苏轼显然鼓动

范祖禹也要写出惊人诗句: ∃小范当继之, 说破

星月如鸡鸣。&&愿从少陵博一句, 山木尽与洪

涛倾。% 可见苏轼对这种诗风的欣赏。范祖禹的
!子瞻尚书惠涵星砚月石风林屏赋十二韵以谢 #

果然也是极力展开想像描述。

此后, 诗人写到砚屏时, 欧、梅、苏以及苏

轼和两范的两次唱和就成了典故常被引用, 如南

宋孙应时 !昆山龚立道昱有月石砚屏, 斗南、

君玉诸人皆有诗, 余亦赋一絶 # 云: ∃看取光辉

生笔砚, 可无文字继欧、苏。% [ 14]卷二〇
元张之翰

!张正甫太常送山水砚屏以长歌谢之 # 云: ∃君

不见欧阳有以紫石名, 子美圣俞尝辩争。东坡又

有月石风林横, 子功纯父皆题评。感君盛徳无以

报, 竟日阁笔诗不成。试从欧、梅、苏、范为乞

灵, 但觉山水尽与洪涛倾, 倚天绝壁开新

晴。% [ 15]卷四
诗人雅致成为后世美谈。不仅如此,

后世的砚屏长诗几乎都在模仿这几首诗歌, 尤其

是南宋, 杨万里 !诚斋集 # 卷四 !三辰砚屏歌。

文发主管叔有一砚屏, 其石正紫, 中有日月相

并, 月中有桂, 其枝叶一一可数, 月傍有一星。

文发因为三辰屏, 予因赋之 #, 其中有 ∃三辰并

光射窗几, 影落砚屏不容洗。就中月轮景特奇,

桂树可数叶与枝, 炯如秋水涵荇藻, 天巧此岂人

能为%, 张镃 !南湖集 # 卷二 !陆编修送月石砚
屏 # 中有 ∃冰轮充满不复玷, 玉斧弃置无烦修。

虾蟆遁走兔老黠, 历历可认浑银楼%。与欧苏之

作何其相似! 两诗也都以想像丰富而见长。同时

在北方, 金代诗人赵秉文 !滏水集 # 卷四有
!仿玉川子沙麓云鸿砚屏吕唐卿藏 #, 虽说是模

仿卢仝, 但大多数字句意象构思都从欧苏梅、苏

范诗中来: ∃恒星不见夜有光, 星殒如雨石在

地。&&岂知沦影入石中, 蟾蜍桂影俱蒙笼。

&&世间万事何不有, 耳目之外难具论。% 颇有

欧苏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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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是庆历年间好奇崇异思潮的推动者之一。参拙作 !欧阳修对奇险风格的矛盾态度#,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 2005第 11期。有人指出他庆历六年的 !菱溪大石# 模仿韩愈 !赤藤杖歌#, !紫石屏歌# 也可能受到此诗启发,
但也可能与杜甫 !石砚诗#、李贺 !青花紫石砚歌# 也不无关系。

指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以及 !轼近以月石砚屏献子功中书公, 复以涵星砚献纯父侍讲, 子功有诗, 纯

父未也, 复以月石风林屏赠之 , 谨和子功诗并求纯父数句# 以及 !次韵范纯父涵星砚月石风林屏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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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梅、苏等人的砚屏诗成为吟咏器物诗的

一种范式, 成为开拓诗人想像力的模范篇章。没

有这些唱和诗
[ 16]

, 无法了解砚屏的产生经过,

而且砚屏也不太可能很快成为文人案头必备的文

玩清供之一, 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部分。砚屏的

产生与流行过程, 让我们感受到宋代诗人对器物

文化的创造性贡献, 以及他们发扬光大器物文化

的主体精神与不懈努力。通过砚屏的产生与广泛

流传, 我们切实了解到: 宋代诗人根据他们自身

的文化生活需要设计与创造新的器物, 又用他们

擅长的诗文等形式赋予器物以精神气质, 使物质

文化与精神文化结合起来, 为单纯的物质承载更

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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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ets, Innovation and Guidance to the Use
ofW riting Tools and Decorations in So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he Emergence and Fashion of Ink Screens

LU X iaohuan
( Co llege o f Journalism and L iteratu re, S ichuan U n iversity, Chengdu, S ichuan 610064)

Abstrac t: Zhao X ihu w ro te in his Record s in the Dw elling P lace of Buddhist Immortals∀ Ink - screens, "

Ink screens originated from Su Dongpo and H uang Shangu. " H ow ever, it is w rong because it orig inated form

Ouyang X iu, or, at the lates,t it w as m ade o f purp le stone ( also ca lled bo rax) from Guozhou in the E ighth

Y ear ofQ ingli ( 1048), bearing the nam e of ink screen. During the em ergence and dissem ination o f the ink
screen, w e can observe the poets 'creative contribut ions to the use o f utensil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ir sp irit

and efforts in glorify ing such cu lture.

Key words: Poetry in Song Dynasty; Ouyang X iu; Exchanged Poem s on Ink Screens; The Culture onU
tens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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