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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 姜连生

木砚，就是用木头做成的砚。据有
关资料记载：以木制砚，始于汉代。宋
米芾《砚谱》：“傅玄《砚赋》云：‘木贵其
能软，石美其润坚。’刘道友以浮查为
砚，知古亦有木砚。”木砚有两种：一种
是以坚实细密木材雕制而成，不加其他
附属物；另一种是以木为胎，外髹调和

轻细金刚砂的色漆，俗称“漆砂砚”。多
年来，笔者集藏到四方清代木砚，雕刻
精美，颇具韵味，每每把玩，爱不释手。

清代“映雪堂”款四方形檀木砚（图
1），边长18、厚3.8厘米。木砚正面中央
雕刻井字形方砚堂。砚堂上下对齐阳
刻“映雪堂”三个行书字。砚堂左右侧
阴刻清代诗人宋乐一首诗：右侧为“枫
落早鸿过，洞庭无限波”，左侧为“相望

终不见，只是白云多”，砚正面四角各阳
刻一个篆体“寿”字。木砚底部四方形
凹部分阴刻唐代诗人张九龄《望月怀
远》诗句及刻者名款：“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周文铭。”映雪堂是传承悠
久的名堂号。东晋时期，孙康家贫，夜
读无烛，乃出庭坐于雪地映雪读书，后
来成为大学问者，官至御史大夫，实现
抱负，成为世人发愤读书的典范和楷
模。孙康后人因此以“映雪”为堂号，堂
联为：“掷金绵世泽，映雪振家声。”现传
承二十世，映雪堂名人辈出，古有孙思
邈，今有孙中山。

清代“龙”字款长方形檀木砚（图
2），长23、宽13、厚2.1厘米。木砚正面
中央靠左有一圆形砚堂，砚堂上方与右
侧高浮雕一条龙，龙头左边阳刻一个篆
体“龙”字，龙字底下祥云朵朵，活像一
条飞升的真龙。砚堂左下方长方形框
内阳刻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句：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清代黄花梨木砚（图3），长30.5、宽

15.5、厚2.5厘米。砚正面中央为大面积
随形砚堂，砚堂分两层，下层砚堂深雕成
山字形，作磨墨用；上层浅雕，作笔掭

用。木砚四周满工雕，上下左右五分之
四处画面高浮雕一株老松树，两只仙鹤
站在松树杆上，一只伸颈看着远方，一只
悠然地梳理翅膀。左上侧五分之一处群
山耸立，白云缭绕，艳阳高照。精妙之
处，就在于群山、白云、太阳之间留有空
间，恰到好处，存有视觉上的立体感。

清代象形檀木砚（图4），长20.5、宽
11.5、厚1.8厘米。砚面似一只躺着的
大象，以象耳与张开的象嘴及象牙作砚
堂，共分三层，象耳浅雕为上层砚堂，象
嘴与象牙深雕为中下层砚堂，以象牙巧
妙作自然分隔层。既可磨墨，又可作笔
掭，还可作小水盂。砚堂右侧雕刻象
眼、象牙和象鼻，活灵活现。砚堂左侧
象身体后部分阳雕太狮和少狮戏绣球
场景。砚的最后侧还雕有一条极富动
感的象尾巴，让整件作品尽显灵动。

■江苏徐州 廖静好

江苏徐州铜山区洪楼村出土的这
件《力士图》汉画像石（图为拓片），纵
63、横232、厚42厘米。这件《力士图》
汉画像石（见图），见证了发生在两千年
前的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

此汉画像石生动地描绘了七位大
力士的形象，从左至右分别为持剑者、
驯虎者、拔树者、背牛者、扛鼎者、抱鹿
者、抱壶者。最左面两位勇士生缚猛
虎；第三位勇士倒拔垂杨柳；第四位勇
士倒背活牛，由于用力过猛，一只脚陷
入了地下；第五位勇士双手举起铜鼎
（《史记》中记载了项羽力能扛鼎，举鼎
是力量的象征）；第六位勇士怀抱羔羊；
第七位勇士怀抱一坛美酒，美酒羔羊应
该是获胜者的奖品。画面抓住了每个
力士的动作瞬间，充分表现了力士拔山

扛鼎的雄姿，仿佛在力士的体内蕴藏着
无穷无尽的力量，生动表现了古代人们
对于力量和勇气的追求，让人们感受到
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该图雕刻精美，
堪称画像石中的代表之作。

春秋战国时期，众多诸侯国之间的
兼并战争此起彼伏，连年不断，勇武成为
许多国家所推崇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文
化风气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得以逐渐形
成，且在汉代时达到巅峰。汉代重视文
化与武勇的结合，顶礼膜拜并传承先辈
们的豪迈胸怀和高傲精神。而对力士的
崇拜也是汉代人豁达胸怀和豪放品格的
体现。这种文化现象影响到整个社会，
连带促使着大批勇士、武士、力士的出
现。这些勇士和武士有的身强力壮、神
勇无比，面对强敌也毫不退缩；有的勇猛
善战、奋勇当先；还有的有着惊人的抗打
能力，身体强健、千锤百炼，不可一世。

这些兼备勇武和力量的人被人们所推
崇，成为一种精神符号，不仅战争中备受
看重，在日常生活中也备受尊敬。

此幅画像石上的人，都是赤脚短
裙短衫。他们是武士，通常是被王公
贵族养在宫廷里做保镖，也会从事表演
和比赛。画面右边的两个人，一人抱
酒，一人抱鹿，这是给冠军的奖赏。用
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场有奖赏的锦标
赛，而非友谊赛。左边五人参加比赛，
他们比的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的项目，而
是谁的本事高、能力强，这就是汉代的
角抵。与先秦时期主要呈现为摔跤不
同，汉代的角抵是一种综合性的竞力项
目，包括摔跤、拳斗、斗兽、扛鼎等活
动。于是，这五人分别展示绝活，有人
耍刀使盾，有人力搏猛虎，有人举起大
鼎，有人表演拔树，场面相当精彩。但
根据画面中这些人的位置，他们都不

是冠军，因为还有一位技压群雄者
——画面正中、个头最大的那位运动
员，直接抓着牛尾巴把一头活牛背了
起来，面带笑容，闲庭信步，这等力道
和气概真是没说的，直接夺冠。最终，
一坛好酒，一头小鹿，作为奖品都归了
背牛者，冠军的荣誉也属于他。

这些勇士的头上还戴着鹜鸟的羽
毛，这是一种武冠，当时被称为“踢
冠”。因为踢鸟被视为具有勇猛好斗的
象征，《山海经·中山经》中注解踢鸟“勇
健斗，死乃比”，因此汉朝时期专为勇士
们制作了一种名为“踢冠”的头饰，作为
表彰他们勇猛好斗的象征。这些大力
士的肌肉浑厚，动作生动，表情真实，雕
刻得十分传神。画像不仅展现了其力
大无穷的身体素质，还显现出他们的刚
毅坚定和勇敢无畏。此外，图像的构图
也十分别具匠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雕刻这幅画像时，雕刻者采用山形结
构作为框架，使两位最为壮实的力士
高耸在画面的最高处。而左侧的画面
则开始了一段壮烈的故事。该图紧紧
抓住力士的动作瞬间，惊心动魄、惟妙
惟肖，仿佛让人身临其境、跃跃欲试。
而从对力士的推崇膜拜之中，可以明
显看出汉代人那种豪放的性格和豁达
的胸怀。这幅图表现人与自然斗争的
力量、气概和乐趣，生动形象，画像中
的人和动物均形象夸张，这七位大力
士，威猛凶悍，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富
有感染力，生动再现了汉代人崇武尚力
的时代精神，彰显了英武威严的大汉雄
风。

汉代画像石《力士图》中的勇武尚力精神

图1 清代“映雪堂”款四方形檀木砚

图3 清代黄花梨木砚

图2 清代“龙”字款长方形檀木砚

图4 清代象形檀木砚

清代木砚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