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风轻拂，送来海中鲜美的“蚝料”。泉州人以巧手一翻
一炒，众多辅料与之共舞，便成就了“好料”的海蛎煎。靠海吃
海，“古早味”恰似古城的灵魂，古韵与活力交织相融。城市的
韵味和意想不到的美好，就藏在这一口“古早味”中。品尝泉
州“古早味”，像是踏上一场
穿越古今的奇妙旅行，每一
口都是历史与现代的邂逅。

（融媒体记者洪志雄/绘
庄建平 蔡绍坤 张君琳/文）

爱此一拳石 玲珑出自然
古人言，“院无石不秀，室无石不雅”，中国赏石文

化源远流长，文人墨客对奇石情有独钟，敬石、供石、赏
石、写石、画石之风更是层出不穷，从古至今，赏石摆件都
是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清玩之一。人们在赏石、玩石的过
程中，寄托着亲近自然、崇尚自然之美的情愫，因为石头的
质地坚硬，不少人以其质朴坚贞的品格来寓意自己的精神
追求，以石寄情、以石交友。更有很多人以石（时）来运转
的谐音来寄托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泉州籍知名书画家、鉴赏家、艺术史研究学者康耀仁这
几年痴迷于石头鉴赏和收藏。他从纸、绢入手，经历木、铜阶
段，如今进入石头领域，按照他的说法“就是玩个开心”。

□融媒体记者 林雪娟/文 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赏石便是把石头当成审美对
象来欣赏。中国人对石头的偏爱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通过
一些配饰、祭祀用品的先秦玉器，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懂
得欣赏石头的美了。到了宋代，赏
石文化更是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观赏石从园林庭院登堂入室，成
为文人学士案头欣赏把玩之物，
成为具有完整收藏意义的文玩。

来到康耀仁位于惠安县净峰
镇烟墩山南麓的榕溪园，随处可
见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赏石摆
放其间，有布满孔洞、玲珑剔透的
太湖石，有浑穆古朴、气韵凛然的
青州石，还有原生态、枣红皮的溪
流大石等，与榕溪园绿意盎然的
整体环境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让
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现实版的山水
画卷当中。

在他的工作室，更是汇聚了
大小不同的文房石、案头石，令人
叹为观止。其时，恰好有赏石快递
送到，康耀仁便迫不及待地拆包，

此石为汉白玉，质地温润，虽然体
量不大，但其古拙的形态、娴熟的
雕工，以及经年累月形成的锈迹，
显现十足的仙山韵味。

赏石与绘画具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作为一名研究古代艺术史
的学者，康耀仁对于古画中不同
朝代石头的构造形态和审美理
念，可谓了如指掌，因此对于不同
赏石的年代判断，显然更加得心
应手。同时，作为画家的他，在日
常描绘丘壑、山石形态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且独特的审美理念，
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虽然其入
行时间不长，但却可直入中高古
版块，且理解和体会也与众不同。

在交流中，康耀仁展示了他
搜集到的一些图像资料，全是手
捧小赏石的形象，既有北宋守陵
人石雕造像，也有宋元时期的罗
汉木雕，还有菩萨、仕女以及进贡
侍者的名画、壁画，这些图像更进
一步显示赏石在传统文化中的重
要分量。

由画入石 艺术相通

相传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
画家米芾特别迷恋石头，甚至因
为爱石头不好好上班，差点被弹
劾。有一次，他在官衙看到一块
奇石，马上换上官服，手握着上
朝用的笏板，郑重其事地给石头
行礼。还有一次，他在河边看到
一块怪石，居然当场跪倒，说：石
兄，终于跟你见面了，我想见你
已经有二十年了啊！

而今天，依然有这样的爱石
之人。几年前，康耀仁专程到青
州博物馆观赏青州造像，闲暇由
朋友引领到赏石市场买了第一
块石头，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拾。按照他的说法，当一个人投
入某件事情上，便有了一个能量
场，对于喜欢的事物有一种莫名
的磁吸效应，从那之后，各种各
样的赏石便陆续来到他的身边。

康耀仁所藏赏石，涉猎广
泛，且规格颇高，如汉白玉质地
的汉至六朝的寺庙供石、汉代的
书斋赏石、宋代红丝石逐月流云
案头赏石、唐代汉白玉高山流水
供石、宋代的昆石，大到园林的
巨石、小到案上的供石，无奇不
有，琳琅满目。有些据说还是追
了好几手才寻回来的赏石，期间
的收藏之路，同样颇具缘分。其

中，置放客厅外侧的青州石，其
结构特征酷似晚唐名画《高逸
图》里的赏石。而其最得意的藏
品莫过于刻有“禝峰峙涯，黄州
府竹园”的空山书堂禅石。康耀
仁介绍，从文献得知苏轼曾居住
黄州三年，其《记游定惠院》记录
某晚步行“入何氏、韩氏竹园”。
而陆游在《入蜀记》中，也记录其

“晚，移舟竹园步”。类似的从名
园有序传承且带有历史名人文
化信息的赏石，极为罕见。

经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和摸
索，康耀仁收集的石头逐年增
多，其研究逐步深入，对于不同
产地、不同年代的石头品种、质
地和价值，也有自己的判断。他
表示，赏石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
的收藏，因为兴趣而深入研究，
终将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些门
道，正如他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兴趣成就大业”。

他介绍，秦汉时期，山东是赏
石文化流通的繁荣中心，到了南
北朝，因道教兴盛以蓬莱仙山为
中心，因此，赏石的中心开始转向
青州，唐代则盛行太湖石，至于灵
璧石，大约在北宋逐渐时兴，南宋
时首都在杭州，因此又形成以安
徽为中心的赏石文化圈。

藏石广泛 无奇不有

如何判断一块赏石的好坏，
每个人审美层面各异，标准也各
不相同，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形
态、气韵、年代和质地。欣赏一块
石头，首先要关注的是形态，只有
形态赏心悦目，再加上年代和质
地的辅助，其气韵才能动人心魄。

在交流过程中，康耀仁特别
强调了赏石的包浆和皮壳。包
浆，又称“宝浆”，明代张丑说：

“鉴家评定铜玉研石，必以包浆
为贵。包浆者何？手泽是也。”包
浆是古代家具、瓷器、青铜器经
过长年的空气侵蚀或手掌盘玩
留下的痕迹。而皮壳则是出土留
下的沙土或金属附着钙化的痕
迹，好的赏石，包浆和皮壳都显
得自然、温润、厚重。很多时候，
赏石的断代，都离不开包浆和皮
壳作参考。

除这两个元素外，康耀仁提
到，断代更重要的参照依据，还
要看是否具备人工雕琢的痕迹。
宋朝以前，采石工具还比较落
后，缺乏先进和大规模的开采机

器，其石头的开采数量较少，不
太可能发现天然且造型上等的
赏石，因此，不少文人为了满足
自己的形态和审美需求，大多进
行手工雕琢。而宋之后，随着生
产工具的改进和开挖数量的加
大，形态好看的石头不断增多，
因此，很多石头无需修凿，具备
自然的美感，导致人们的审美观
产生了变化。因此，明清的赏石
大多没有修凿。

对于人来说，石头俨然一
“时间之物”，或者叫作“时间性
存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历史的场景不断更换，而石
头依然在，经历世变而顽然不
改。白居易《太湖石》诗说：“烟翠
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玉
片，截断碧云根。风气通岩穴，苔
文护洞门。三峰具体小，应是华
山孙。”三秋色是当下的情景，万
古痕是无垠的过去。万古的痕迹
就在当下跃现，由此表达超越生
命的意旨。品味、赏玩一块石头，
亦不过如此。

包浆皮壳 雕工为上

不爱石头的人，可能觉得
石头无用。然而在庄子那里，这
种无用之用就是审美价值。苏
轼有一首诗叫《咏怪石》。一开
始，诗人嫌石头没用，打算扔掉
石头，石头只好为自己辩护。辩
护的基本观点就是庄子说的无
用之用。石头说，自己有无用之
用，还嘲笑其他的石兄石弟，说
他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有用武
之地，就得伤残破碎，但自己却
不需要。只要安安静静地待在
那里，就自成一道风景。

赏石的种类很多，但归纳
起来无非案头石、书斋石和园
林石三大类，案头石一般大小
在四十厘米以内，或置于书桌、
茶几之上，或摆放在书柜、墙柜
中；书斋石一般在1米左右，摆
放在书房当中；园林石则体积
较大，主要置于大的空间当中，
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一种对应，
置石造景。

在康耀仁的书桌上有一块
案头禅石，椭圆形的原生态外
形、红褐色的皮壳、包浆浓厚，
微微露出几处青色的石面，立
在一块圆形的木质榫头之上，
看起来颇具禅意。书桌旁边还
有一块体积较大的太湖石，形
状特别，上面留存着一些自然

形成的孔洞和人工雕刻的痕
迹，阳光透过玻璃窗户，刚好照
在石头上面，在书房中呈现出
一股古朴宏大的气象，就像一
位充满智慧的长者，清逸安详
地盘坐在那里，神思悠悠、气象
万千。

在榕溪园里，园林石也是
经过了精心布置和摆设。在水
池旁、过道里、竹林前、榕树
下，或青州石，或太湖石，或英
德石……与周围的环境自然融
合在一起，形成一道道别具意
境的景观。走在园子当中，可谓
一步一景，正因为这一尊尊赏
石的加入，让整个园子凸显出
更加自然、生机、豪迈、大气的
氛围。

“园林石的摆放最重要的
就是要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
康耀仁介绍，赏石因形态特征
不同，展现的美感也各不相同，
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既有单面
观赏，也有两面、三面可观的，
作为空间摆设，理应凸显出最
动人的一面。当然，有些石头可
以360°全方位无死角地呈现
美感，如果单独摆放在某个空
间中央，不但可以拉满整个空
间的气场，还能提升整个空间
的艺术品位。

置石造景 无用之用

手捧赏石的宋代造像手捧赏石的宋代造像

宋代文房赏石宋代文房赏石

唐三彩金碧山水唐三彩金碧山水

榕溪园里晚唐五代园林赏石的结构特征酷似晚唐名画榕溪园里晚唐五代园林赏石的结构特征酷似晚唐名画《《高逸图高逸图》》

汉代书斋赏石汉代书斋赏石，，上有两处汉隶刻字上有两处汉隶刻字。。

南北朝寺庙禅石南北朝寺庙禅石 北齐汉白玉寺庙供石北齐汉白玉寺庙供石

唐宋黄州府竹园空山书堂禅石唐宋黄州府竹园空山书堂禅石

宋代红丝石逐月流云案头赏石宋代红丝石逐月流云案头赏石 唐代汉白玉高山流水唐代汉白玉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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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画像中的仕女手捧赏石古代画像中的仕女手捧赏石

康耀仁在榕溪园手捧赏石康耀仁在榕溪园手捧赏石

（本组图片断代信息由榕溪园康耀仁鉴定提供）

石头为园林增添意境美石头为园林增添意境美（（林雪娟林雪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