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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山无石不
奇，水无石不清，园无石不
秀，室无石不雅。”对栾川县
奇石收藏家王延生来说，石
头的意义不仅在于点缀庭
院，还是他的第二生命。觅
石、读石、赏石——借助栾
川丰富的观赏石资源，13年
来，王延生共收藏各种奇石
1.2万余方，包含60多个石
种。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收
藏奇石的人翻倍增加，观赏
石产业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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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收藏。不过，专家建议，
收藏前要多了解相关知识，尤其是收藏字画
更要谨慎，做到多看、多听、不冲动。

近日，市民乔女士称她的朋友收藏有一
幅画，希望联系专家帮忙鉴别真伪。于是，
我们和她一起找到了市文物收藏学会文玩
委员会副主任常洪周。

乔女士带来的这幅画，约有1.3米长，工
笔与写意相结合，笔法细腻。从画中人物的
装束和用具来看，描绘的应该是明朝时期的
田园生活。画的上部有一首小诗：“一角秋
山瘦益奇，一林枫叶半黄时，山人何物能消
遣，一盏新茶一卷诗。”落款“辛卯仲秋旭道
人黄山寿”，并附有章。

据了解，黄山寿，生于 1855 年，卒于
1919年，原名曜，别号旭道人，又号旭迟老
人、丽生、鹤溪渔隐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善画人物、山水、花卉。

常洪周仔细查阅有关资料，认为乔女士
的朋友收藏的这幅画是赝品，常洪周说：“这
主要是从画的签名处看出来的，一个人的作
画笔法可能会变，章也可以有多个，但签名
一定不会变，因为这是一个人的风格。很多
仿画作品，可以模仿真品的画工，惟妙惟肖，
但是签名是模仿不来的。”

另外，这幅画落款为“辛卯年”，初步判
定为1891年，即晚清时期，但从画纸的新
旧程度来推断，这幅画应该是二三十年前
仿的。不过，这幅仿品的笔法不错，可以继
续收藏。

常洪周给收藏爱好者提出建议，收藏字
画要特别谨慎，因为其真伪不易鉴别。

字画真伪难鉴
收藏要谨慎

“栾川的石源之丰、石种之多、石质
之美，在中原地区非常罕见。”王延生说，
栾川的珍奇观赏石多达30余种，可持续
开发利用5500立方米，而“三玉一石”最
具特色。

虽然栾川藏石的人不少，但没有形成产
业。王延生不仅鼓励藏友们走出家门、开办
石馆，让更多的人了解奇石，还定期组织藏

友们培训、交流、学习，以此提高整体鉴赏力
和收藏水准。

今年 8 月 14 日，凭借丰富的观赏石
资源、浓厚的赏石文化和潜力巨大的
赏石产业，栾川县一举夺得“中国观赏
石之乡”的桂冠，成为我省目前唯一的

“观赏石之乡”，填补了河南省的此项
空白。

觅石觅石、、读石读石、、赏石赏石，，王延生与石头结下不解情缘王延生与石头结下不解情缘——

30日，我们慕名来到坐落于栾川
县庙子镇的中国栾川奇石馆，王延生
是该馆馆长，也是栾川县观赏石协会
会长。

刚踏进馆内，我们就被眼前的场
景惊呆了：数千方形态各异、色彩纷
呈的奇石占据了整个大厅。40多个
石种、2000多方大大小小的奇石让人
浮想联翩、啧啧称奇，仿佛走进了石
头的殿堂。

它们最大的近2米高、3吨多重，
最小的不过十几厘米高。一方名为

“锤炼”的君山石高约 40 厘米，通体
墨黑，宛如一位高盘发髻、玉带束腰
的侍女，与唐代画家张萱名作《捣练
图》中的侍女极其神似；一方名为“孔
圣人”的伊河水冲石，椭圆形的表面
上呈现出青白两色纹理，仔细望去，
就像一幅用素描手法绘制的孔子讲
学图，画面意蕴悠长、古朴自然。

王延生说，展馆内的石头共 40
余种，最具当地特色的石种是“三玉
一石”，即黄蜡玉、伊源玉、河洛玉和
荷花石。

王延生的藏石已有13个年头，他对石
头的痴迷已无法自拔，因此身边的石友送他
一个名号：石痴。

1999年，王延生在县城边上的伊河滩
上发现了几块纹理奇特的石头，定睛一看：
这块石头的造型仿佛是一匹昂首嘶鸣的骏
马；那块石头的纹理就像一尊端坐莲台的观
音……顿时，他的兴趣被激发了，之后便坚
持赏石大半年，并发觉自己看见石头就有种
莫名的亲切感。他当时就一个感觉：我这辈
子和石头是分不开了。

后来，王延生对石头的狂热更是一发不
可收拾。每到周末，便与石友外出觅石，山
沟、伊河滩，都有他们踏过的足迹。

“好石头都藏在深山河滩、人迹罕至
的地儿。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是常有的
事儿。”王延生说，虽然很辛苦，但大家都
很开心。时间久了，王延生总结出一套

“觅石宝典”：越是雨天，越适合捡石头，
因为被雨水冲过后，石头的颜色就能显
现出来；发现好石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越是犄角旮旯的地方，寻到好石头的机
会就越大……

为了寻找奇石，13年间，王延生不仅把
栾川、嵩县等地的地形烂熟于心，成了名副
其实的“活地图”，临近的西峡县、卢氏县，省
外的黑龙江、新疆、云南，只要有石头的地
方，他都会去看看。

13 年来，王延生共收藏各类观赏
石 1.2 万余方，包含 60 多个石种。虽然
仅参加过 5 次展览，但他的参展作品却
屡获大奖。其中，在 2010 年“第二届中
国绿化博览会奇石精品展”中，王延生
选送的奇石一举摘得特等奖 2 枚、银奖
5 枚。

“藏石、赏石，要有平和的心境，图的
就是心情舒畅。”王延生为自己总结了

“赏石要处理的三个关系”：赏石与家庭
的关系（以家庭和谐为前提），赏石与工

作的关系（工作为重，不能玩物丧志），赏
石与经济的关系（根据自身经济情况，量
力而行）。

王延生还有自己的赏石理念：一方石头
和谐一个家庭，一方石头汇聚一批朋友，一
方石头造福一方百姓，一方石头传承一种文
化，一方石头弘扬一种精神，一方石头拓展
一个产业。这些理念得到了中国观赏石协
会的提倡和认可。

王延生说，石头是有灵性的，用心感悟，
它能带给你智慧和欢乐。

数千方奇石
让人叹为观止

与石结缘，他成了“石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奇石获奖，赏石有心得

伊源玉：群山雄姿黄蜡玉：虎啸山河 荷花石：牡丹仙子

石头、石头，喜欢你没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