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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市博物馆藏宋“三堂”款琴式澄泥砚探究

◎林正锋 （南平市博物馆  福建南平  353000）

摘 要：澄泥砚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砚之一。南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宋代“三堂”

款琴式澄泥砚。本文通过对该砚铭款、工艺、造型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该砚台产

自宋代虢州地区，其琴式造型满足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体现了“无弦琴”

的高雅意境，是宋代澄泥砚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关键词：澄泥砚；三堂；琴式砚

砚作为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历来备受文人

雅士的喜爱。两宋之时，福建文化繁荣，书院林立，

加之科举制度的推广，砚台的使用量随着文人士子

数量的增长而增长。两宋墓葬中，砚台成为常见的

随葬品之一，可见当时用砚之风盛行。但目前宋墓

出土的砚台大多为石质，且无款识。南平市博物馆

藏有一方宋代“三堂”款琴式澄泥砚，材质特殊，

造型别致，是宋代澄泥砚中的精品，具有较高的艺

术和历史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一、“三堂”铭款与砚之产地

1992 年 4 月 6 日，南平市延平区东门基建工地

发现一座宋代砖券双室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经

南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清理，发现了砚台、铜镜、

买地券等物品。在左室清理出的一方琴式澄泥砚格

外引人瞩目。该砚长 22.4、宽 10.7~11.1、高 2.8~3

厘米，整体造型为仿古琴式样，上窄下宽，砚池深

凹呈曲线形，并与凸起的砚堂相连。砚表面呈灰白

色，砚背底部阴刻篆书“三堂”二字，字体清秀。

墨池及砚面、砚底皆有墨渍残留，可见该物为墓主

生前所用器物（图一～四）。因该墓未出土墓志铭，

我们无从得知该砚台的主人姓甚名谁，但砚底“三堂”

铭款却为我们寻找砚台产地提供了直接线索。

唐代吕温在《虢州三堂记》中记载：“虢州三

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开元初，天子思二南（《诗

经》中的《周南》《召南》合称，也用以指周公、

图二  澄泥砚（俯视）图一  澄泥砚（平视）

图三  澄泥砚背面
“三堂”款

图四  澄泥砚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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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之风，并选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

亲不居。时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

考卜惟胜，作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节；堂者，

励宗室克构之义。岂徒造适，实亦垂训。居德乐善，

何其盛哉。”[1]《大明一统志》“三堂”词条：“在

灵宝县旧虢州治内，唐歧薛二王刺州时建，取人臣

再三之义。吕温作记，韩愈有和虢州刺史刘伯刍三

堂新题二十一咏诗并序。”[2] 清《重修直隶陝州志》

也记载：“三堂在虢州治内……《通志》在灵宝城

南四十里。”[3]

综合上述史料可知，三堂是唐开元年间（713-

741），唐玄宗李隆基的两个弟弟岐王李范、薛王李

业在虢州（今河南灵宝市）担任刺史时在城南四十

里某处所建的一处集居住、休闲游玩的园林式建筑。

“三”意为父、师、君，典出《国语》：“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

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4]“在

三之节”“在三之义”，都是指臣子要礼敬父、师、

君。“堂”原指高大的房子，又可用来表示同一祖

父的亲属关系，“堂者，励宗室克构之义”是激励

宗室完成前辈事业的意思。

唐代皇室内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政变迭出，

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通过政变当上皇帝的，因此

他对那些可能威胁到自身皇位的人高度警惕。唐玄

宗对岐王、薛王等自己的几个兄弟表面上很好，但

实际上采取“圈养政策”。他把兄弟们安置在虢州

等离长安很近的州县，赏赐很多金银珠宝，却不准

他们与有权势的官员结交。所以诸王整日无所事事，

只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就可

以看出岐王明哲保身，把很多时间用在与诗人、乐

师结交，以及寻欢作乐、饮宴高歌上。所以上文吕

温说：“岂徒造适，实亦垂训”，意指建造三堂，

不仅是供岐、薛二王在虢州担任刺史时居住游玩的，

也有垂示教训他们要辅佐和忠诚于唐玄宗的意思。

三堂建成后，成为了虢州的名胜景观，许多文

人墨客都到此游玩并留下诗文。唐元和八年（813），

虢州刺史刘伯刍和子弟在三堂游玩，作二十一诗以

咏其事。诗作传开后，诸多文人唱和，其中最出名

的当属韩愈，他写下组诗《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

堂新题二十一咏》，其序曰：“虢州刺史宅连水池

竹林，往往为亭台岛渚，目其处为三堂。”[5] 韩愈

在诗中对三堂里的亭台楼阁、溪湖潭岛等景致进行

了赞美。三堂名声广播，在唐宋许多诗词中都曾提及，

如：贾岛《题虢州三堂赠吴郎中》“半岸泥沙孤鹤立，

三堂风雨四门开”，白居易《钱虢州以三堂绝句见

寄因以本韵和之》，韦庄《三堂东湖作》《三堂早

春》，苏轼《送王伯敭守虢》诗“惟有使君千里来，

欲饮三堂无事酒。三堂本来一事无，日长睡起闻投壶”

等等。

虢州在历史上以制砚而闻名天下，虢州陶砚在

唐代就已经成为贡品，受到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喜爱。

唐杜佑《通典》云：“弘农郡（虢州原属弘农郡）

贡麝香十颗，砚瓦十具。”[6]《唐六典》也载：“虢

州或属河南”“厥贡……虢州砚瓦”[7]。

唐代虽出现了澄泥砚，但无澄泥砚之专门称谓，

而是将所有品种之砚台均称为“砚瓦”或“瓦砚”。

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曰：“砚瓦者，唐人语也，

非谓以瓦为砚，盖砚之中必隆起为瓦状，以不留墨

为贵。”[8]

到了宋代，虢州的砚台依然作为当地特产上贡

朝廷。《宋史》载：“虢州……贡麝香、地骨皮、砚。”[9] 

《元丰九域志》也载：“虢州……土贡：麝三两、

地骨皮一十斤、砚二十枚。”[10] 不仅如此，宋代文

献中出现了“澄泥砚”的名称，而且是与虢州相联

系的。宋代欧阳修《砚谱》中记载：“虢州澄泥，

唐人品砚以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谱》

有造瓦砚法。”[11]《文房四谱》为北宋苏易简所撰，

其原文写的是：“作澄泥砚法”[12]，可知欧阳修所

说的“瓦砚”就是指澄泥砚，而唐宋典籍里虢州上

贡的“瓦砚”“砚瓦”“砚”指的也是澄泥砚。南

宋咸淳七年（1271）废虢州并入陕州（今河南三门

峡市陕州区）所辖，陕州遂成澄泥砚的主产地。

宋代，在砚上戳印、刻印作坊铭号，在当时已

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是宋代手工艺人的作风。三堂

是虢州的名胜景观，澄泥砚则是虢州的特产，在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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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砚上刻印“三堂”二字，以“三堂”标识产地，

借名扬物乃顺理成章之事。就如同今天武夷山的茶

叶包装上往往会印有女玉峰、大王峰一样，让人一

见而知其所出。除“三堂”外，宋代还有带“金粟

三堂”“三堂居”“虢州”等铭文的澄泥砚，用意

都是标识产地。所以，本馆所藏澄泥砚应为宋代虢

州地区出产的澄泥砚。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方宋

“三堂”款陶砚，长 21.5、最宽 13.8、厚 3.3 厘米，

造型为抄手式，其背面的“三堂”款式与此方馆藏

澄泥砚极为相似，产地很可能相同（图五～六）。

二、材质与制法

澄泥砚和端砚、歙砚、洮砚并称为中国古代四

大名砚，其中唯独澄泥砚为陶砚，其它皆为石砚，

因此又有“三石一陶”之说。不仅如此，澄泥砚的

制作工艺也比石砚更为复杂，保存也更为不易。

《文房四谱》专门记载历代笔、墨、纸、砚本

末及其典故，在其中的《砚谱》卷，专门记载了澄

泥砚的制作过程，其文曰：“作澄泥砚法，以墐泥

令入水中挼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一瓮储清水，

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

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

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干，

然后以利刀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于地，厚以稻

糠，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腊贮米醋

蒸五七度，含津益墨，不亚于石者。”[13] 从该文中

可以看出，澄泥砚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将黏土反复揉

搓清洗，用布包裹后摆动过滤，筛选出最细的泥土，

去水后加入黄丹（一种中药）揉成面团状，然后放

入模具成型，用竹刀雕刻成砚，待其干燥后加入稻糠、

黄牛粪放进窑内烧一昼夜，然后又加入黑蜡和米醋

薰蒸。经过这么多道工序，烧成的澄泥砚质地坚硬

耐磨，易发墨，且不耗墨，可与石砚媲美，受到文

人墨客的喜爱。

澄泥砚之所以珍贵，还与它的数量稀少有关。

在宋代，一方好的澄泥砚就已经不易得到，欧阳修

在《砚谱》中写到：“《文房四谱》有造瓦砚法，

人罕知其妙。向时有著作佐郎刘羲叟者，尝如其法

造之，绝佳。砚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

物故，独余尝得其二，一以赠刘原父，一余置中书

阁中，尤以为宝也。”[14] 苏东坡在《东坡题跋》里

也载：“泽州（今山西晋城市）吕道人沉泥砚，多

作投壶样。其首有吕字，非刻非画，坚致可以试金。

道人已死，砚渐难得。元丰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

湖黄氏家，见一枚，黄氏初不知贵，乃取而有之。”[15]

联系上文，我们从欧阳修的记载可以得知，虢州澄

图五  故宫博物院藏宋“三堂”款陶砚（引自故宫博
物院官网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studie230347.

html）

图六  故宫博物院藏宋“三堂”款陶砚背面款
识（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httpswww.dpm.org.

cncollectionstudie2303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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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砚在唐代为砚中第一，但宋人已比较少用，其中

一个原因是澄泥砚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和神秘，虽

然《文房四谱》里有制作方法，但真正精通的人却

极少。从二者记载中可知，刘羲叟、吕道人是宋代

澄泥砚制砚名家，做出的澄泥砚品质极好。但他们

过世后，他们的砚台就很难得到，即使如欧阳修、

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用“宝”“贵”这样的字眼

来形容澄泥砚。从文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为自己

能得到一、二方澄泥砚而感到满足和自豪，苏轼甚

至还因为主人家不识货，捡了个大漏而洋洋自得。

在中国古代诸多名砚中，从制作工艺角度看，

澄泥砚是由人工烧制而成，制砚者烧制技艺的高低

对澄泥砚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往往因人成事，

一个优秀制砚人过世，就会对澄泥砚的产量产生重

大的影响，可见一方上好的澄泥砚凝结着古代制砚

者的聪明才智和辛劳汗水。而受制作材料、窑温、

窑变等因素的影响，澄泥砚所呈现的色泽也更为丰

富多彩，有鳝鱼黄、蟹壳青、豆沙绿、玫瑰紫等不

同颜色，极具观赏性与艺术性。

另外提一下，澄泥砚的“澄”因为有两种读音，

读法常因人而异。当读做“chéng”时，意为清澈、

搞清楚；读做“dèng”时，意为“让液体里的杂质

沉下去”[16]。从澄泥砚制作工序上讲，读“dèng”应

更符合其本意。此外，目前还发现有带“西京南关

史司言罗土邓泥砚瓦记”铭文的辽代澄泥砚，所以

在宋、辽、金时代，“澄”的读音与“邓”同 [17]。

因此，澄泥砚应读作澄（dèng）泥砚为妥。

图七  古琴结构示意图（图片引自网络：httpswww.sohu.compicture42092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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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琴砚合一中体味“无弦琴”的高士情操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代，也是

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雅玩”成为社会风尚。

砚台作为文人的日常用品，其制作样式也趋于繁复，

花样频出。不仅如此，欧阳修《砚谱》、米芾《砚史》、

高似孙《砚笺》等关于砚的专门论著也相继问世，

制砚、赏砚、玩砚、藏砚之风都达到了高峰。

北宋唐积的《歙州砚谱》对歙砚的起源、传播、

坑口、石品、匠手、攻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名

状”部分选取记载了端样、风字样、月样、八角辟

雍样、马蹄样、龟样等三十九种歙砚的典型样式，“琴

样”砚即包含在内。南宋初期的《端溪砚谱》中“砚

之形制”：记载了平底风字、箕样、斧样、双鱼样、

琵琶样等四十九种砚台形制，其中“琴样”砚也包

含在内 [18]。可见，琴样砚是宋代砚台的代表性样式

之一，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喜爱。

琴样砚，也称琴式砚、或琴砚。从造型上看，

馆藏“三堂”款澄泥砚正是一方典型的琴式砚，它

仿古琴式样而作（图七），将古琴上的琴额、岳山、

弦眼、项、腰、龙龈、冠角、雁足等典型元素经过

抽象提炼运用到砚台的制作上，并用线刻或浅雕的

手法突出古琴的特征。砚额处有仿古琴的琴额、岳

山、七弦眼，砚两侧壁前后浅挖成一大一小的弧形，

分别相当于古琴的“项”与“腰”；砚尾表面左右

各阴刻两道波浪纹，意为冠角，中央浅挖为弧形，

为龙龈。砚背，琴额一端做成两足，模仿古琴护轸；

另一端利用墨池鼓出部分雕成坡形足，相当于古琴

的雁足。

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很高地位。琴位列

“雅人四好”——琴、棋、书、画之首，是中国古

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和“左

琴右书”之说。春秋时期伯牙、子期以“高山流水”

而成知音的故事流传至今，西汉司马相如以一曲《凤

求凰》赢得卓文君爱情的故事，世代相传。汉代班

固在《白虎通》还说“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

正人心也”。可见古琴不仅因其清、和、淡、雅的

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且被

认为可以教化育人。因此，琴被历代文人士子视为

高雅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骚客的必修才艺。

即使不善弹琴的高雅之士，也不甘人后，而是

变着法子体会琴的高雅内涵。据《晋书》载：“（陶

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

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

声！’”[19] 陶潜不善弹琴，但备有无弦素琴一张，

常抚无弦琴待友，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解琴的趣味，

不一定要有琴声。陶潜是中国古代隐士、高士的代表，

备受后代文人推崇。此后，无弦琴又称无声琴、陶琴，

也成为高雅的标志。李白《赠崔秋浦三首》云：“抱

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王昌龄《赵十四兄见访》：

“但有无弦琴，共君尽尊中”都是以“无弦琴”表

明自己的高雅意趣。

宋代的帝王将相对一向被视作“华夏正声”“元

音雅乐”的古琴音乐格外推崇，将其作为“三代之治”

理想社会的一种象征。范仲淹就曾作《鸣琴》一首：“思

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20]。

在这种背景下，将文人士大夫日常所用的砚台制作

成琴的模样，琴砚合一，即有砚台的实用功能，又

可以从中感受“无弦琴”的意趣，无疑满足了文人

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清代纪昀《题端石琴砚铭》有“无

弦琴，不在音。仿琢砚，置墨林。浸太清，练余心。”[21]

这表明琴式砚满足了文人明心见性的精神追求，因

此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成为重要的砚台样式之一。

与馆藏澄泥砚

一 同 出 土 的 铜 镜

中，有一面长柄铜

镜上印有“不远復

斋”的铭款（图八），

“復”同“复”，“不

远复”语出《易经》，

大意为走得不远，

就应回头审视一下

自己走过的路，反

省一下做过的事，

以达到修身养性的

目的。朱熹养父刘

子翚病重时，就曾
图八  “不远复斋”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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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远复”三字告诫朱熹，为此，朱熹在书房门

口写了一副对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22]

馆藏澄泥砚墓主既有琴式砚台，又有刻着“不远復”

三字的铜镜，我们或可推测他应该也是一个有着高

雅志趣追求和严于律己的文人。

四、结语

中国古代名砚众多，然大多为石质。正因为澄

泥砚的存在，让非石质砚即使在端砚、歙砚等石砚

最为流行的时代依然能占有一席之地。澄泥砚是

“泥”与“火”的结合，是古代非石质砚的顶峰。

馆藏澄泥砚造型典雅大方，琴砚合一，兼具实用性

与观赏性，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值得我们好好收藏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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