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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嘉宾云集盛会
当天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朱先发，安徽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王佛生，中
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郭海棠，中国砚雕艺术大师方见
尘，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硕导、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
培训部主任袁学君，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
员会副主任叶顺，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
会委员王俊虎，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
委员裴建华，中国收藏家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委
员唐振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晓东，中国山水
画研究院院长段忠勇，安徽省文联主席吴雪，安徽省
美协主席杨国新，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总编辑林清发及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安徽时代艺品文化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包云鸠，安徽美术出版社社长陈龙银。

来自政界、商界、艺术届、收藏界的 100 多位嘉
宾，共同见证安徽文房四宝协会的这一盛事。

成就：带动了歙砚行业的异军突起
成立于 2010 年的安徽文房四宝协会，开创性地

推动安徽文房四宝事业的发展。举办了大规模的“首
届中国歙砚大展”，近百名歙砚雕刻家参加了活动。
极大地提升了歙砚在全国的影响，带动了歙砚行业的
异军突起。

打破传统的工艺美术大行业的约束，将文房四宝
从工艺美术大类中单列出来，作为全省重要的行业，
单独进行人才（工艺美术大师）评选机制的设立。使安

徽文房四宝工艺美术大师由原来的几个人扩大到六十
余人，整体提升了全省文房四宝人才队伍的水准。

此外，还创新思维，积极搭建与安徽美术出版社合
作，把安徽文房四宝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作为安徽省非
遗保护重点传承具体措施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强强联
合，为今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规划：未来打造新业态发展模式
新当选的第二届理事会将联合安徽美术出版社

和安徽时代艺品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书刊资
源和高端的书画家作者资源，以《书画世界》杂志为核
心，打造图书策划、期刊宣传、网络营销、展览策划、拍
卖、艺术品金融等全产业链的新业态发展模式。

安徽美术出版社、安徽文房四宝协会与文化部艺
术发展中心三方确立了今后在图书出版、专题展览策
划、文房四宝全国性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安徽
文房四宝以北京为基点向全国辐射推广的目标。

品鉴：60余方名砚汇聚
此次“文房四宝精品展”汇聚了诸多大师的歙砚

精品、收藏级别的陈年宣纸、徽墨以及精工别致的宣
笔数百件。展览将为共同打造的高端客户提供文房
清供的“艺茶室”奠定基础。

而“艺品荟·中国名砚品鉴”则在品评红酒和茶
点、聆听美妙大提琴名曲的轻松雅致的氛围中展开，
此次品鉴会汇集了歙砚工艺精品 60 余方，不仅特色
鲜明，而且代表了安徽歙砚工艺的水平。

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召开

笔墨闪耀江淮 纸砚品鉴庐州
昨天，由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美术出版社、安徽省文
房四宝协会主办，《书画世
界》杂志社、安徽时代艺品文
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第二届
理事会在合肥时代数码港举
行。大会总结了第一届理事
会的成就，选举产生了第二
届理事会。在为期两天的会
议时间内，还确定了安徽美
术出版社、安徽文房四宝协
会与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展
开战略合作，并成功举办了
《中国文房四宝大师系列丛
书·首届中国歙砚大展作品
集》首发式、安徽省文房四宝
协会揭牌仪式、“文房四宝精
品展”开幕式、《书画世界》改
刊和《安徽工艺美术大师》丛
书研讨会、“艺品荟·中国名
砚品鉴”、笔会等活动。

▋记者 张亚琴/文

方见尘：砚学工夫在砚外
作为中国砚雕艺术大师、安徽文房四宝协

会顾问、黄山画院院长的方见尘，自幼饱受徽
州文化的浸染,师从歙砚大师学习雕刻。

方见尘对“艺品荟·中国名砚品鉴”赞不绝
口：“这次品鉴是高规格的，把砚台的灵魂都搬
到这里了。虽然作品不算多，但每件都有独到
的一面。”

在他看来，砚台是个文化载体，它有形成和
演变，蕴含着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文化思想。

“砚，一是实用。在磨墨的同时，酝酿情绪，进入
角色。二是摆在你案头，激励着你，鼓舞着你，鞭
策着你。”

年已70的方见尘，刻砚50多年：“最早时
期，我加入歙砚生产合作社，就 6、7 人。可到
现在我的学生有三千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
已经传到第六代了。在砚雕的传承方面，现在
有很多年轻人加入。因为人们的文化意识比
以往增强。我教学生就是尽可能把他们的根
基打好，立高楼必须要强根基。”

他很坚定，从爱上这行开始，就一直没有
“走神”，全身心投入歙砚制作。因为“工匠精
神要做到极致”。

但是方见尘强调，砚学工夫在砚外。“东西
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因为歙砚雕刻更要强
化美学、文学和哲学体验、提升。”

王俊虎：砚台是低调的奢华、冷静的张扬
王俊虎是安徽收藏界的资深专家，担任中国收藏家

协会文房之宝收藏委员会委员。在他的眼中，纸能保一
千年，但砚是跨越历史时空，能够传代的。

“砚既是创造文明的工具，也是承载文明的载体。歙
砚最早是唐代，距今一千多年。而原材料的石头距今十亿
年了。”王俊虎指着他带来的藏品——宋代桃形池箱式龙
尾歙砚介绍道。

王俊虎对砚雕的传承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成为
砚雕大师，是要先承再传。要认识唐宋砚，懂砚文化。”他
认为，随着研究、考古、发掘，有关砚的知识积累丰富了，也
让新一代的安徽砚雕家成长起来了。“他们现在砚雕，是先
复古，由生到熟，再创造出新的反映雕刻水平和自我文化
修养的作品。这些人的作品以后会成为时代的精品，成为
历史记载的大师。”

谈到收藏时，王俊虎称，砚台不能光看漂亮外表，不能
偏离砚的文化精神。不能雕得太浮浅，太张扬，太媚俗。
因为砚台是内敛的，是低调的奢华，冷静的张扬。

“砚台不是石雕。把砚台雕大，不是砚台。砚台就是文
人收藏把玩的东西，使用的工具。我们告诉下一代，砚台在
我们国家的文明发展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了什么
样的功能。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形成和传承发挥哪些作用。
学习和继承对未来有啥好处？”

采访最后，他一再强调，收藏一要承认古代人的艺术
高峰。二作为收藏者，一定要分清古和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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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品荟·中国名砚品鉴”展
示的宋代端石神兽菊瓣形盖砚

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林清发（左），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会长郭海棠（右）为安徽省文房四宝协会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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