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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述最初與雕刻結緣是在20世紀60
年代的動盪時期。1966年，在《長

春日報》工作的彭祖述遭遇人生中最為跌
宕的階段，一腔愁苦無人傾訴，便萌發了
「當個工人，學門手藝」想法，於是他走
進了家附近的石刻廠，拂去心中塵埃，埋
頭於雕刻。那年，他33歲。
其後時局歸於平靜，工作繁忙起來，彭
祖述對雕刻一事也是有心無力，只好暫時
深埋心中。直到1990年，他決定從吉林省
長春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的職
位上提前退休，「當時覺得身體、精力都
還可以，別人退休之後跳跳舞、看看電影，我就在家裡搞篆刻、練
書法。」已是57歲的彭祖述終於有機會將雕刻奉為餘生事業。

輾轉十萬公里 找尋石中上品
1992年，彭祖述以戚廖生序八十回本《石頭記》為底本，總計
60餘萬字，微刻於印石中央，每回一石，加上序言和後記，共82
塊，是為《石頭記微刻》，並於2002年完成。
從花甲至古稀，彭祖述十年潛心微刻，因傳說最初記於石頭上而
得名的《石頭記》（又稱《紅樓夢》），終復歸於石上。由於微刻
的每個字不足米粒大小，要用十倍放大鏡觀看。彭祖述說：「我在
刻這個東西的時候是哭着刻的，刻到難處的時候大哭幾聲，自己沉
澱一下。」
彭祖述的嘔心之作，得到了業界的肯定。啟功先生曾為該作品題
記：「每石大者似書，小者盈掌，五彩絢爛，或方或圓，形狀各
異。文字微刻於印石中央，字如蠅頭，筆若蛛絲，在十倍放大鏡
下，再現書法之姿，俊逸流暢，透着濃濃的金石氣……」國家博物
館曾七次提出要收藏這部作品，但彭祖述愛鄉心切，於2010年
毅然將這部作品捐獻給了長春市，現展於長春世界雕塑公園
內的「彭祖述藝術館」。
彭祖述回憶道，為了找到意境最為貼合的石中上品，他
踏遍名石產地：南上福建壽山，北到內蒙古巴林右旗，東
至浙江青田，再轉皖浙交界的昌化，往返數十次，行程
十萬公里。所選名石有昌化田黃石、巴林福黃石、昌化
和巴林雞血石、壽山芙蓉石等50多種印石名品。

獨創文玩小硯 收藏價值提升
「松花石百硯」是彭祖述繼《石頭記微刻》後又一耗費十年

心力的巨作，涵蓋宮廷硯、微刻硯、篆刻硯、書法硯、天籟硯、奇石
硯、文玩小硯、傳統硯等八大系列，包括姊妹篇在內共有108方松花
石硯台。奏刀之初，彭祖述便將雕刻松花石硯台定調為「悟硯問
道」。「我想通過刻松花石硯台，找出一條松花石和硯台的真正發展
道路來。」彭祖述說，「第一，是要投石問路；第二，則要投石激
浪；第三，投石鋪路。」當前硯界較為沉悶，彭祖述期待「松花石百
硯」展出之後，可以引起大家重視。「我們可以討論，甚至批評，主
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開始考慮硯界今後要如何發展，共同找出一條道路
來，也找出一條吉林省松花石硯台的發展之路來。」彭祖述透露，
「松花石百硯」預計在今年5月末率先在長春展出。
已是耄耋之年的彭祖述，近來身體不適，腰痛日重。記者到訪

時，家裡仍瀰漫着未散盡的中藥味道。「最近眼睛跟不上了，手也
不如以往靈敏，到細微之處已經不敢下刀。」彭祖述坐在他日常刻
硯的工作室裡，看着自己滿是老繭的雙手，感到有些遺憾。即便如
此，他還在堅持創作，對於硯文化如何傳承、發展的問題思考不
止。「創新是藝術的生命，是藝術的靈魂，沒有創新就沒有發
展。」彭祖述說，「想要打破硯界目前的狀態，必須要刻點新鮮的
東西。」他在雕刻「松花石百硯」中的每一方硯台時，都在力爭與
硯界面世的硯台區分開，大膽創新、獨闢蹊徑。
文玩小硯便是其中一例。隨着內地經濟、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
書寫工具也在快速變化。為適應新的需求，彭祖述認為，硯台應在
保持其使用價值的基礎上，把它做小、做精，增加其文化品味、觀
賞性及可玩性，這更有利於硯文化的傳承。「我刻的小硯，多重於
文玩的意念，把中國的水墨畫、文化名人、文物、書法、篆刻、雕
刻等諸多內容，都融入小硯中，更便於把玩、觀賞、收藏、使用、
攜帶、做禮品，好處多多。」
彭祖述認為，此舉是激活硯界、改變硯界面貌的重要發展方向之
一，亦是中華民族硯文化更好延續下去的重要之道。

彭祖述說，自退休以來，他只做
了三件事：一為十年微刻《紅樓
夢》，二為「松花石百硯」又耗十
年，三是收集整理了一套即將面世
的松花石樣板石《石譜》，現已有
240多方。自古以來多「石癡」，而
把松花石歸類建檔、印成石譜的，
彭祖述可謂是古今第一人。
彭祖述在十餘年收集松花石料、製

作松花石硯過程中發現，松花石礦成
龍形，分佈於長白山區，吉林省安圖
一帶為龍頭，白山市江源與通化大
安、柳河為龍身，遼寧本溪為龍尾，
石材質量以吉林省內最優。
松花石產地廣闊、儲量豐富、品

種多樣、色彩斑斕，清朝康熙皇帝
欽定為製硯寶石，300多年來雖有人
開採，但無人深入研究，亦沒有樣

板石系統地供人參照利用，實為憾
事。彭祖述說：「因此，我們做了
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
彭祖述曾先後去了二十幾個松花

石礦坑，親自採集、收集、購買松
花石。2016年年中，彭祖述邀請對
松花石、松花石硯頗有研究的劉祖
林先生牽頭，與張滌新先生、房功
理先生等吉林省工藝美術大師，共

同鑒別、挑選、整理出240塊松花
石。近期，彭祖述之子彭沛率精細
工匠對240塊松花石進行了切割、打
磨、修光、裝飾，成為可供觀賞研
究的松花石樣板石。
在收集過程中，彭祖述還發現了可

作裝飾用的半透明狀松花石，「松花
石礦藏量大，目前尚未全部收集齊
全，我們會逐步完善、補充，並定
名、定礦、定質，最終整理出文字、
圖像，成書上網，公之於眾，為吉林
省松花石產業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縱觀古今藝術大家縱觀古今藝術大家，「，「半路出家半路出家」」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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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工藝美術大師級工藝美術大師。。彭祖述的工藝美術之路彭祖述的工藝美術之路，，正如他正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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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訪二十礦坑 終成松花石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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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述簡介
彭祖述，生於1933年6月，山東萊州人。原任長春市文學藝術界聯

合會專職副主席，長春市特邀政協委員，吉林省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
長春市書法家協會副會長，吉林省白山印社副社長，吉林省與長春市工
藝美術協會副會長。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長春市微刻藝術家協會
主席。
彭祖述近年被長春市政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分別授予「長春

市有突出貢獻的老藝術家」、「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專家成員」、「中
國工藝美術大師」稱號，並由吉林省政府特聘為文史館館員。其書法、
篆刻、微刻、雕刻作品渾厚、粗獷、遒勁，頗具金石韻味，曾多次在國
內主流報刊及專業性報刊上發表，並在中國翰碑林、鳳嶺古港摩崖等處
刻石陳列；其石雕微刻《牡丹頌》，獲中國文聯、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
第八屆中國「山花獎」金獎，並獲中國工藝美術協會及中國工美大師精
品展「百花杯」金獎，石雕微刻《論語》獲第九屆中國工藝美術協會
「中藝杯」金獎。著作有《石頭記微刻》、《彭祖述篆刻選集》等。

早在《石頭記微
刻》面世之時，便有
權威媒體稱其作品可
謂書法、篆刻、雕
塑、詩文「四門藝術
集於一石，使其交相
輝映」，這在中國乃

至世界尚屬首創。在雕刻「松花石百硯」時，彭祖述更是
將微刻融入其中。這比《石頭記微刻》的難度要大得多。
彭祖述說：「微刻都刻在印石上，硬度低；松花石硯石要

比印石硬一倍左右，一般的刻刀刻下去就崩了，所以每一個字
都要一手拿刀一手推，愣是這樣摳出來的。」比如硯台《論
語》，加上自題的序言近兩萬字，每個字不足米粒大小，要用
十倍放大鏡觀看。彭祖述說：「我在刻這個東西的時候是哭着
刻的，刻到難處的時候大哭幾聲，自己沉澱一下。」
篆刻用於硯界亦是裝飾之用，彭祖述卻獨闢蹊徑，以篆書

將近270字的《心經》刻於硯上，行文走字蒼勁有力，書法功
底可見一斑。這種集書法、篆刻、微刻等於一體的彭氏綜合雕
刻藝術，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認同，如今已被列入吉林省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以文化賦予硯台靈魂
在進行「松花石百硯」雕刻之前，彭祖述曾拜訪過當今

刻硯泰斗。也正是在此過程中，他發現，當前硯界有文化
底蘊的硯台太少。「石頭不會說話，但是作為一件工藝美
術作品，向大家展示的時候，要讓人知道為什麼這樣
刻。」彭祖述說，做到這一點的人寥寥無幾。
彭祖述將硯名、硯譜等體現硯台文化內涵的事情看得極

重。在他看來，「一個硯台，如果沒有硯名，就不能算一
個好硯台。」彭祖述說，「我的每一塊硯台都有硯名，其
中60%都有一首古體詩。根據石頭的形狀、顏色、紋路，
我會在創作硯台時把這些都考慮進去，與石頭密切結合來
寫一首詩。」比如天籟系列中的雙瀑硯、驚濤瀑硯和銀線
瀑硯，本是平淡無奇的頑石一枚，只不過底色中夾雜一縷
白色點綴。彭祖述賦詩之後，展現出了「洪鐘大呂」和潺
潺溪流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還有聽雨硯、觀雪硯、白
頭翁硯、鸚鵡八哥硯等，108方松花石硯台中，每一方硯台
背後，都有一個令人深思的典故和故事。彭祖述將一塊塊
普通的松花石，根據其特點賦予了不同的文化內涵。從
此，硯台便有了靈魂，有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