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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生活 /
! ! ! !不久前，一位朋友新办公司，让我去看看，办公空间是否可以点
缀一些赏石，还有就是，从风水的角度来看，比较适合置放哪些赏石。
我虽然不懂风水，但对于赏石确实略知一二。据我看来，办公

场所装点赏石，很有必要。一则是，赏石不同于其他人为艺术品，
或者说，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品。赏石来自洪荒时代，隐隐约
约有一种洪荒之力，更能体现其卓尔不群。面对赏石，很多庸常的
艺术品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俗不可耐。二则是，所谓室无石不雅，
居无石不安，赏石自古以来就带有尊崇自然的象征意味，被尊称
为供石，作为居室中重要的供赏品。比如，明清两代，赏石在厅堂
中的位置就已经相对固定。至今江南古典园林中，还随处可见这
种遗风。大抵是厅堂正中的天然几上，供置有赏石（包括云石屏）、
瓷瓶等摆设，赏石与瓷瓶经常是分立左右两旁，各有寓意，一则为
天工，石头寓意长寿；一则为人工，瓶谐音平，寓意平安。供石成为
了厅堂摆设不可或缺的“标配”。
民国时期赵汝珍的《古玩指南》，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古董收

藏宝典，其中在介绍“名石”的时候，就揭示了
赏石在古代文人生活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
旧日之社会知识阶级，对于癖石之嗜好极度
浓厚，在士夫之消遣几无人不以石为伴友、为
对象，如园林必须有石，案头必须有石，室悬
绘石之画，架插谈石之书，对于石之罗致无远
勿届，对于石之爱护无力不施。”
确实，在古代文人的生活之中，赏石是一

大乐事，甚至也是雅俗之别的要义。这点值得
今人借鉴。尤其是以太湖石、灵璧石、英石、昆
石为代表的古代“四大名石”，其瘦皱漏透的
造型结构，成为了古代赏石标志性的经典样
式，历久弥新。
至少从宋代开始，赏石开始出现在文人的

案头。当时赏石主要流行两种形式，一则是“笔
格”，一则是“砚屏”，都是既有实用功能，又有
装饰意义。由此开始，赏石被带入了文房器玩
场景。这类赏石多见以抽象形态为主的山子，
或者是带有缩景意味的砚山。当时，木座还没
有流行，赏石的安置大多是模仿了盆景的做
法，以盆置石，又称“盆石”，如苏东坡将他视作
为“稀代之宝”的英石“仇池石”，“汲水埋盆”，
“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以产自高丽国的
铜盆，埋以自己从山东登州蓬莱阁下滩涂采集
的弹子涡石，以水养之，也是一种高级玩法。
盆供赏石的这种做法，至今在日韩东南

亚等地区仍很流行。不过，它对于赏石的造型
和底部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以卧式的山形
景观石为宜，底部接触面要大，最好是自然平
底。其实，自然平底的景观石，是最受赏石者
尊崇的题材之一。山在传统文化中是一种人
文符号，寓意崇高、坚强、无畏、长寿、隐逸等
等。而一拳之石，既是山的组成部分，又往往
是山的浓缩，不但造型、结构，甚至有的质感、皴理也是非常接近，可
以小中见大，所谓“一卷代山”（清代李渔《闲情偶寄》）。日本的水石就
是以山水景观石为主打。
再深究一下，古代最早进入室内案几的赏石，就是山形石———砚

山，一般认为是五代十国南唐李后主所创制。米芾书法名迹《研山铭》
附图“宝晋斋研山”———即李后主灵璧石研山，其中标注有“不假雕
琢，浑然天成”、“下洞三折通上洞，予尝神游于其间”等语，可见是一
方可以游、可以居的山形石。
所以，山形石最适合家居和办公场所，具有象征意味。比如，进门玄

关处可以置一方山形石，背景墙也可以配一幅山水画，寓意开门见山；
书桌上可以置放一方小型山形石，有的小巧有峰谷起伏的可以做笔架
山，带有实用功能，这在明代画家陈老莲等人画笔下尤为多见，一般都
是峰峦起伏，自然稳底，寓意有隐逸遁世的意味；客厅沙发背后或是办
公桌后面，也可以置放山形石；墙面则可以挂一幅大理石画屏，以带有
山水图纹意象的为妥……
如果说，观赏石是天人合一的艺术品，那么天赐神韵，人赋妙意。

人的妙意包括配座、命名、赏析等，其中配座向来是最重要的一环，已
故美国“文人石”收藏家理查德·罗森布鲁姆甚至这样认为：“木座是
一个戏剧化的装置，它实际上使石头成为了艺术品。离开了木座，你
会感觉石头与艺术是如此的不相像。”其实，即使在木座流行的今天，
赏石置座也不必受约束。我曾经突发奇想，将一方铭文为“富贵长”的
汉砖砚作为石盆，盛以贵州盘江山形瀑布景观石，注以清水，予以演
示，效果不错。
赏石在家居生活中的置景运用，既可以古为今用，也可以推陈出

新，比如古代流行的岁朝清供和博古陈设，其实就是一种置景艺术，
有许多足资今人借鉴之处。
都市爱石族，大多空间有限，未必都

要追求高不可攀的奇石、大石，想象力和
艺术构思可以让一些普通的小石块变得
有趣味，让自己生活的有限空间生发出
别样的大气场。藏家倪国强有套小品石
“组合”令我难忘。他从数以百计的戈壁
石藏品中精心挑选了二三十方人物、景
观象形石，和制座高手秦石轩合作创意，
做成近似传统山水画长卷的 !组小品。
我为之命名“逐梦桃花源”。
其实，赏石就像是我们都市人的一

个世外桃源，其中的风景让人不知有汉，
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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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江芙蓉石%国色天香&

广西大化石%琼台&

内蒙戈壁玛瑙%宝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