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墨紙硯本是士人文房書案不可或缺的用具，唐宋之後更從實用的層面被提昇至文化藝術的層

次，其中硯臺不僅可以終生相伴，還能代代相傳，遂成為文人愛好收藏與鑑賞的古器。王世貞

（1526-1590）作為十六世紀後期的蘇州文壇領袖，擅長品評歷代法書、繪畫，並論及古銅器與
瓷器等器用，同時關注晉唐及宋代的古硯，其《弇州四部稿・宛委餘編十五》繼承宋人對於硯

臺的看法，從歷史的角度，總結前代對硯石的品評、詮次以及硯式等的意見。本文以其著作為

中心，配合此次「寫盡繁華—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特展展品，討論晚明文人的仿

宋古硯以及他們對於硯臺的審美觀。

▌陳慧霞

王世貞論硯與明仿宋古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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硯石無如端歙
  唐宋士人對於硯石各有所偏好。唐代柳公

權（778-865）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絳州

黑硯次之，北宋歐陽修（1007-1072）和蘇軾

（1037-1101）不表贊同，認為青州石末硯為陶

硯，無法與石硯相提並論。北宋早期的蘇易簡

（958-997），為翰林院學士，博學多聞，編撰最

早的文房專書《文房四譜》（雍熙三年〔986〕

自序），書中以「歙亞於端」，「澄泥亞於

石」，也就是依次為端、歙、澄泥。另一位北

宋杭州書家唐詢（1005-1064），字彥猷，著有

《硯錄》，以青州紅絲石硯為第一，他的好友歐

陽修和蔡襄（1012-1067）卻深覺疑惑與不解，

而以「龍尾遠出端溪上」。至明代王世貞則是

從歷史的角度，總結唐宋硯石的排名言，硯先

是以青州石末（陶硯）為第一，後始重端、歙、

臨洮；至於好事者用銅雀臺或未央宮瓦硯，「皆

不及端歙」；而蒼玉硯、信州水晶及青州紅絲

石等等，「要之無如端歙也」。

  王世貞認為南宋趙希鵠（約 1170-1242）對

於端、歙的辨論甚精，其論硯主要引用趙氏《洞

天清祿集．古硯辨》，針對端、歙、洮河綠石

三類硯石的色澤、細潤、發墨和久用與否的論

述，並且補充明中期陸深（1477-1544）《春雨

堂隨筆》關於歙硯舊坑，與趙希鵠微有異同的

記載。此次特展展出硯臺五方，其中一方〈王

世貞銘涵星硯〉（圖 1），端石，硯面平寬，微

凹為墨池，墨池畔一短柱突起，柱心為石眼，

呈青綠略帶黃色，一般喻為「星」，故稱此硯

為「涵星硯」。硯壁刻王世貞草書題詞：「玉

為質，溫潤而栗，金為聲，和之則鳴。世貞。」

（圖 2）內容是說硯質溫潤如玉而堅固，擊之清

脆如鐘，玉振金聲的音韻響亮和諧，猶如才德

兼備、學識淵博之士。此硯石色紫褐帶紅褐斑

及金線，長 22.5公分，大而厚重。

  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另一方明〈王世貞銘

端硯〉（圖 3），硯側壁楷書銘：「剗石骨，出

雲腴，供吾翰墨。礪我廉隅。弇州山人。」是

說此硯石出自堅硬的巖石，如雲般豐潤光潔，

供我筆墨以書寫文章，磨鍊方正不苟的品行。

硯另一側壁「隆慶辛未（隆慶五年，1571）孟

冬識」，印「元美」。此硯色紫，有青花、火

捺、焦葉白紋理，長 9.8、寬 9.5、高 2.5公分，

近方形，硯與墨、筆及水盛共同置於上下雙層

的木盒內，攜帶方便。本次特展明〈文嘉銘井

田硯〉（圖 4）和此硯硯式極為接近，也是一方

圖1　明　王世貞銘涵星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　王世貞銘涵星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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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小硯，長 6.5、寬 5.7、高 1.2公分，石色青黑

有芒，硯面淺琢陽文「井」字，硯背琢陰文「井」

字，是文人以硯為田的意思。硯背刻隸書銘︰

「用靜得壽，良田多有，食我無苟。文嘉銘。」 

（圖 5），是用北宋詩人唐庚（1071-1121），

硯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故壽以世計，能永年

的典故。文嘉（1501-1583）為明代吳派領袖文

徵明（1470-1559）的次子，當時蘇州書畫世

家的代表人物，較王世貞年長約二十歲，嘉靖

四十四年（1565）嚴嵩被抄家時，文嘉曾被邀

請前往清點其收藏，於隆慶二年（1568）據此

編有《鈐山堂書畫記》，記錄嚴嵩書齋「鈐山堂」

的書畫藏品。

以史論硯
  王世貞論硯除了硯材，並重視硯式的演變，

主要引用南宋米芾（1051-1107）《硯史》的觀

點。宋代記錄硯式的譜錄另有唐詢的《硯錄》、

唐積（生卒年不詳）的《歙州硯譜》（書成於

治平丙午〔治平三年，1066〕歲）、葉樾（活

動於光宗朝，1189-1194）的《端溪硯譜》，各

列舉硯式十七種、三十九種及四十九種。或有

附硯圖者，如高似蓀（1158-1231）《硯箋》四

卷，原書散佚，散見於明代沈津（生卒年不詳）

編《欣賞編．硯譜》（正德辛未〔正德六年，

1511〕長洲沈氏刊本）等，並影響明代高濂（活

動於萬曆年間，1573-1620）《遵生八箋．論硯》

（萬曆十九年〔1591〕初刊），以上硯書是將各

種硯式並呈，有鳳池硯、玉堂硯、辟雍硯等，

圖4　明　文嘉銘井田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　王世貞銘端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該院網站：http://
www.dpm.org.cn/Home.html，〈端石銘弇州山人抄手硯〉，藏
品號：故133783，檢索日期：2022年9月23日 

圖5　明　文嘉銘井田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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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硯的各式形制。

  王世貞則是摘選米芾《硯史》以史論硯的

角度，先論晉顧愷之繪畫中的十蹄圓硯以及有

兩足的風字硯。從西晉王羲之（303-361）、六

世紀智永（活動於南朝陳∼隋，557-617）的用

硯，描述風字硯形至七世紀初唐的變化，硯首

從微鈍方漸趨微圓，硯左右壁長邊由略斜漸向

外撇，如鳳字，硯足從狹長而漸以圓為柱。再

論宋硯「空髙腰瘦，刀濶如鉞斧之狀」，有些

「峻直不出足⋯⋯或有四邊刋花」，硯堂從六朝

的中凹成臼，自唐代漸凸，並從使用的角度說，

墨池「純斗故勒深，滯墨難滌」，並影響用筆

「心凸故㸃筆不圓，常如三角簇⋯⋯援毫則非便

也。」

  米芾《硯史》所論晉、唐至宋硯形制的演

變，基本上與當代學者研究考古出土硯的結論

一致。學者研究指出，漢至六朝以石質長方形

硯板為主，陶瓷圓硯至東晉數量大增。硯底有

足，硯面從低於口沿發展至高於口沿，南北朝

時則硯堂均高凸，周圍一圈凹槽，稱為辟雍硯。

辟雍原是指西周貴族學宮，圓形中央為建築所

在，外環水池。硯面不施釉，硯底有足，唐代

辟雍硯足下或有墊圈將硯足連成一圈，足為獸

足或水滴等形，足數少則三足，多可達三十餘

個不等。辟雍硯至中唐數量漸減，宋代出現圓

形硯，北宋圓硯的硯堂為斜坡狀，或有彎月形

墨池，硯底或斜而內凹或有三矮足，南宋圓硯

的硯堂平坦而微鼓，墨池細如彎月，院藏宋∼

金〈澄泥圓硯〉（圖 6），硯堂內凹，璜形墨池，

底有三低矮的圓足，硯底模印隸書硯銘（圖7），

和北京通縣唐大莊金墓出土圓硯的形制及銘文

十分接近。

  此次特展展出明〈圓形歙硯〉（圖 8），硯

正圓，外環硯池，仿辟雍硯硯式。此硯為安徽

歙石，色青黑，有角浪般紋理，材質細膩而發

墨。此硯薄，硯底無足，硯背淺浮雕刻山水樓

閣圖（圖 9），上海元代晚期任氏墓出土的澄泥

長方硯硯面上段飾蓬萊仙島，有類似做法，惟

以陰刻線條描繪遠不及此硯繁複，又此硯周壁

陰刻九螭紋及「大明宣德年造」六篆字，為晚

明仿古硯。墨池凹槽內有乾隆御題。附百寶嵌

硯盒硯，以螺鈿及染色的漆、木、骨、角片嵌

圖6　宋∼金　澄泥圓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宋∼金　澄泥圓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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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成五彩分明的花鳥圖，梅幹頭棲著喜鵲，樹

下有椿花相映。盒底嵌銀絲成「吳門周柱」四

篆字方印。（圖 10）晚明流行以諸色寶石、珊

瑚、牙角、螺蚌、漆木，雜錯鑲嵌圖畫者，稱

為「百寶嵌」，嘉、萬時期最擅此技的名匠為

周姓，有記其名為周翥，周初、周治、周製者，

而張岱《陶庵夢憶》書之為周柱，贊其為「吳

中絕技」、「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

  仿宋古硯第二種類型為箕形硯，硯面呈箕

形，側底有二足，硯首窄有高起擋邊，硯尾開

口寬平，硯面低斜下沈，利於蓄墨，魏晉已出

現，盛唐漸流行。早期多錐狀足，盛唐之後有

長方形足，晚唐或有硯面與側邊之間呈轉折銳

利者，即米芾所稱的「純斗勒深」。宋代有些

箕形硯的左右兩側長邊硯壁微內收，稱風字硯，

數量不多，惟北方遼金繼承箕形硯的傳統，硯

首常有裝飾帶並沿邊延伸至硯尾，宋代風字硯

硯堂或傾斜或平坦至墨池處下陷，或有足或無

足。院藏宋〈艧村石風字硯〉（圖 11），硯首

微弧而轉折方直，內加飾一道稜，硯側兩長邊

內收而硯尾外張，底有二長方形足（圖 12），

硯首底一橫足，硯堂斜下，具有南宋至元代風

圖8　明　圓形歙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圓形歙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明　圓形歙硯附硯盒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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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硯的特徵。

  此次特展展品明〈莫是龍銘鳳池硯〉，硯

側有「蒼雪菴寶用」篆字，故稱為蒼雪菴鳳池

硯。（圖 13）此硯的硯堂呈斜面，硯首墨池深，

底有兩圓柱足（圖 14），硯首加一棱，惟邊框

較硯邊低，硯身厚，硯首轉折銳利，側邊內收

的弧線較為硬挺，和宋元圓滑的造型有別，是

明代的仿古硯。硯背刻款：「疑其石也，何為

龍之文：疑其玉也，何為魚之服。不欲落落，

不欲碌碌，是將謂無名之璞。甲子春，雲卿銘，

圖11　宋　艧村石風字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宋　艧村石風字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明　莫是龍銘鳳池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明　莫是龍銘鳳池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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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玉隸并刻。真賞。」甲子為嘉靖四十三年

（1564），雲卿即莫是龍（1537-1588）。銘文內

容是引用白龍化為魚服的典故，比喻硯材的瑰

麗溫潤，似石又如玉，稀有特殊，猶如不為人

所知的才識之士。莫是龍為蘇州書宦世家，十

歲能屬文，然考場失意，終生布衣，以書畫自

給，寄情山水，與鄉里同好結社自娛。硯為文

人親近之物，硯上題銘正是其心境的描寫。刻

銘的章仲玉（1547-1614）是蘇州刻石名家，王

世貞好友，其隸書古意而秀雅。

  宋代以抄手硯為主流。抄手硯源於箕形硯，

墨池提高與硯堂呈斜面，使底部空間增大，可

抄手，硯側壁延伸著地取代硯足。北宋至南宋

初期的抄手硯橫斷面為梯形，硯首略窄，硯尾

較寬，硯堂呈斜坡狀，或有墨池較為下陷者。

以本院藏宋〈張栻寫經澄泥硯〉（圖 15、16）

為例，硯底為斜面，硯呈梯形，側壁斜出如風

字形，硯首斜下為墨池，亦和米芾所描述宋硯

的形式相同。北宋中晚期至南宋硯堂漸抬起而

趨於平坦，南宋抄手硯尤為常見。以浙江諸暨

南宋淳熙八年（1181）撫州宣教郎通判廖俁之

妻武氏墓出土的端石長方硯為例，硯底為抄手

式，硯面寬平，硯首陡降為狹窄的一字形墨池，

硯高 6.2公分，和前引此次特展展品明代〈王世

貞銘涵星硯〉，以及另一件展品〈周王球銘玉

堂硯〉的形制幾乎相同。

  明〈周天球銘玉堂硯〉（圖 17、18），長

方硯，硯面寬平，墨池略收呈圓弧形，具有宋

代流行玉堂硯式的特點，而硯底長邊挖空成斜

面，無框，則為明代仿宋抄手硯的做法。玉堂

指翰林院，借喻文人對科舉出仕的期許。硯側

刻行書：「端以眼証而汝眼則藏，色以紫貴而

汝色則蒼，是於偽則妨，而孰知汝之為德也則

闇而章，汝惟底屬庶幾乎子念取友之藏。萬曆

圖15　宋　張栻寫經澄泥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宋　張栻寫經澄泥硯　背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明　周天球銘玉堂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丁丑（五年，1577）夏日，六止生周天球銘。」

意思是說，端石的特點是石眼而你沒有顯現石

眼，端石以紫色最為貴重，而你是黑灰帶深綠，

這些特點會讓人覺得你是假的端石，那裏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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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你深藏不露而實際上文采燦然的德性，

也是文人引以為貴、視之為友而收藏你的原因。

周天球（1514-1595），號六止居士，江蘇太倉

人，嘉靖八年（1529）遷居蘇州，跟隨文徵明

學習書法，好古文辭。嘉靖三十三年（1554）

與戲曲名家張鳳翼（1527-1613）等人集於石湖；

也是王世貞的朋友，隆慶六年（1572）秋九月，

從王世貞等人出遊太湖、洞庭東西山。

結語
  王世貞論硯採用南宋趙希鵠及米芾的觀

點，明代的仿古硯亦以南宋對晉唐硯的認知為

依歸。辟雍圓硯起於南北朝至宋發展為平底或圈

足或無足，箕形硯盛行於唐，至宋代硯邊內收呈

風字外形，而抄手硯初為梯形截面，南宋常作長

方形，並且出現高至 6公分硯式。王世貞輩江南

的仿古硯是透過南宋或元代的硯式，加入當時人

的審美標準，方形小硯棱邊細而婉轉，硯堂略

斜，角度和緩，顯得十分文雅而內斂，而長方抄

手硯則硯形厚實穩重，鳳字硯在流麗中保留一分

樸鈍，至於辟雍硯的年代稍晚，硯形較輕薄，硯

背刻仙山樓閣的做法亦較為華麗。

  硯初為實用書寫工具，宋代士人好硯，以

詩文詠硯，讚美硯石之美，硯靜之德，以及硯

臺與古人、好友之間的連結之外，很少在硯上

刻銘。出土宋遼金硯銘多為年款、作坊、使用

者，前引金墓出土澄泥硯的硯銘（見圖 7）是很

特殊的例子，上海博物館及首都博物館各收藏

一方箕形鐵硯，硯背楷書銘，並落款，也是即

為少見的例子，但是明人則喜於硯上刻銘。明

代硯銘的內容除了承襲宋代以硯石本身為中心

的內容之外，更進而以硯德自況，將硯等同於

士人，例如莫是龍銘鳳池硯的做法，就是在品

硯、藏硯之外，開啟了文人與硯的另一層關係。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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