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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22米 《石鼓文图卷》上的

秦人骑马打猎、鸣钟击磬、祭

祀宴饮、制作石鼓……近日，记者

看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宝鸡市

博物馆考古副研究员马俭创作的

《石鼓文图卷》，22 米画卷描绘了

秦人生产生活的诸多场景。画中，

战马在奔驰、秦人在祭祀、虎豹在

围猎下奔逃、石鼓文被镌刻，场面

宏大浩荡，让人仿佛聆听到一曲铿

锵有力的大秦强音。

4 月初，在市区群众路一间陋

屋中，86岁的马俭对记者谈起石鼓，

眼中闪烁着亮光。他说 ：“我这一辈

子钟情石鼓文化。”石鼓是先秦时期

秦国文物，出土于宝鸡，被康有为誉

为“中华第一古物”。从事文物工作

的马俭对石鼓文化分外喜爱，他数

次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睹石鼓真

容，长年累月收集与石鼓文有关的

资料和拓本。上世纪 80 年代，马俭

创作出了长 22 米、高 0.68 米的国

画《石鼓文图卷》。《石鼓文图卷》绘

有人物 700 多个、动物上百只、祭祀

狩猎等场景几十个，描绘了石鼓文

形成时期的先秦社会风貌。

问及这幅长卷的创作初衷，

马俭讲起与石鼓文化结缘的故

事。马俭回忆，最早接触石鼓文在

上世纪 50 年代，当时他在西安美

术学院读书，在学校翻阅到了石

鼓文的资料，并跟随教授冯友石

学习吴昌硕的石鼓文帖。马俭被

这种神秘的先秦文字所吸引，心

中便有了亲眼看看石鼓的冲动。

1968 年，已经在宝鸡工作的马俭，

因工作原因前往北京故宫博物

院，第一次见到了高约二尺的秦

石鼓。马俭围着石鼓左看右看，细

细品读石鼓文，天色变黑竟无察

觉，离开时意犹未尽。

石鼓珍贵之处，在于上面的文

字。十面石鼓命运多舛，几经战乱

流离，铭文早已剥落不全。从北京

回到宝鸡后，马俭想尽办法找来历

代石鼓拓本资料进行比较参考。马

俭说：“石鼓文刻字体态浑穆有致，

方整严谨。似继承了钟鼎铭文中森

严端正、雄强丰厚的气势，加上篆

法用笔的曲落致远，表现出小篆特

有的艺术魅力。”在研究过程中，马

俭被石鼓的文化气息和文物神韵

深深吸引，继而产生了创作《石鼓

文图卷》的想法。

上世纪 80 年代，按照石鼓文

的内容，马俭对照先秦的人物服

饰、风土人情、祭祀规格等，构思、

勾画创作长卷的草图。为契合十面

石鼓的铭文内容，马俭先从每面石

鼓上的内容画起，再通过大秦发展

历程，将画面融合为一幅长卷，看

起来颇为震撼。

既然叫《石鼓文图卷》，必然

少不了制作石鼓的画面。在长卷中

部，正是秦人制作石鼓的场景描

绘 ：有石匠用石锤打磨石鼓，有刻

工拿着刻刀细致刻字，有文吏着笔

在竹简上写字……30 多人围着石

鼓，正在紧张而专注地制作，画面

中每个人物的神态表情都不相同，

耐人寻味。

画完《石鼓文图卷》，马俭与石

鼓的情缘还在继续。上世纪 90年代，

马俭再次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瞻仰

石鼓。当时，石鼓展藏于北京故宫博

物院臻博馆，马俭为了尽可能准确地

记住石鼓的样貌和文字，便拿出画笔

用素描的形式，一笔一笔将石鼓画下

来，从不同角度为十面石鼓写生，临

摹石鼓上的文字。那段时间，马俭带

着干粮和水，在石鼓旁边一画就是一

天。乍原鼓、而师鼓、马荐鼓、吾水鼓、

吴人鼓、吾车鼓、汧沔鼓、田车鼓、銮

车鼓、霝雨鼓，这十面石鼓的样子，牢

牢地印在了马俭脑海里。

如今，马俭虽然居住于市区，

但对外界喧嚣毫不在意。马俭对物

质生活的要求极低，简餐陋室，一屋

一床一碗面便觉足矣，但对收集的

石鼓资料珍爱有加。去年 1 月，马俭

所居屋舍遇火，许多与石鼓有关的

资料被烧毁，令马俭心疼不已，这幅

《石鼓文图卷》因珍藏于学生处，幸

免于难。问及为何要花费精力研究

石鼓、画石鼓，马俭说 ：“石鼓是中

华民族文明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石鼓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刻字艺术蕴

藏极深的国学奥秘。我工作生活在

宝鸡，石鼓于唐代发现于陈仓，我怀

着对祖国文化遗产很深的尊崇和热

爱，去学习、研究石鼓，这不是一时

的爱好。”

4 月 6 日，阳光和煦，记者来

到七旬老人李正旭的工作室。在茶

几上、阳台上、书桌下，看到的不是

茶杯、盆栽等物，而是许许多多小

石鼓。这些小石鼓是李正旭按照四

分之一比例，对十面秦石鼓进行缩

小仿制而成，小巧而厚重。至今，李

正旭共制作了 100 套共 1000 面石

鼓工艺品，如今尚存 500 面。

李正旭视小石鼓为心爱之物，

他一边拿着毛刷为小石鼓拭去灰

尘，一边说 ：“我花了数年工夫做

石鼓，它们就像是我的老朋友，和

我朝夕相伴。”上世纪 90 年代，李

正旭跟随老师马俭学画，初次接触

石鼓。马俭是我市画家、雕塑家，曾

多次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描摹

石鼓，搜集了许多珍贵的石鼓资

料，有美术功底的李正旭便经常跟

随老师学习石鼓文化。

石鼓共十面，形状像鼓，上面

刻有古篆字，被称为“石刻之祖”。

为什么会有制作千面石鼓的念

头？李正旭认为，宝鸡是石鼓的发

现地，石鼓也是宝鸡人的骄傲，作

为宝鸡艺人，如果能依托石鼓开发

一些有文化品位的艺术品，既能向

更多人宣传宝鸡周秦文化，也能给

自己留下一份特殊的学艺成果，岂

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说干就干，2000 年，李正旭

在市区金陵新村的工作室中，开始

实践自己心中的大工程——做出

100 套 1000 面石鼓。

搜集石鼓文资料是一件细致

活儿，李正旭工作室里的书籍堆积

如山，几乎无处落足，《石鼓文新

鉴》等书籍常放在手头。为了研究

石鼓上的文字，李正旭把近 20 年

来石鼓文研究的文章、书籍几乎读

遍。如果看到石鼓文相关的拓本、

影印本等，更是欣喜。经过长时间

的资料准备，十面石鼓的样子在李

正旭脑海中分外清晰，他用仿石原

料制作出了第一套石鼓。

制作石鼓工艺品，最关键的

步骤是刻字。李正旭说 ：“石鼓上

的字最费脑筋，最大的难度也在

字上。要一个一个地手刻，如果有

一笔一画没刻好，这个字就出不

来效果，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于是，李正旭戴着眼镜，按

照籀文范式，小心翼翼地在一面

面石鼓上刻字。李正旭为人谦和，

但对石鼓文却分外较真，哪一笔

没刻好，就毁掉重新刻，力求达到

自己心中的完美标准。如此这般

刻下来，李正旭的视力受到了不

小损耗，眼镜度数飙升，但 1000

面典雅静默的石鼓，也终于如愿

呈现在了李正旭眼前。

这些小石鼓制作出来后，曾经

在省内外工艺美术展销会上赢得

了许多赞誉，石鼓文化爱好者对其

赞不绝口，驻足观看者络绎不绝，

但销售情况并不乐观。小石鼓大

气、精美、耐人寻味，但较为沉重、

不易携带，这使得它不易与普通群

众产生亲近感。李正旭说，一部分

小石鼓作为礼品送给喜欢它的人，

还剩 500 面小石鼓留在工作室中。

李正旭每每踏进工作室，看到一面

面小石鼓静默而立，如同一片小石

林，便觉心中踏实。

说起石鼓上的故事，李正旭有

讲不完的话：“这面石鼓造型最特

别，命运最波折，缺了一部分；这面

石鼓铭文最多，可以明显感受到先

秦文字魅力；这面石鼓我最喜欢，

因为它的诗文读起来最雅致……”

看着这些石鼓，李正旭说 ：

“做小石鼓不为赚钱，就是喜欢石

鼓文化。”紧接着，他又拿出自己

新近制作的石鼓文拓片，和师友们

分享、讨论起来，言辞之间颇为喜

悦。从 2018 年到今年 3 月，李正旭

一直在做与石鼓有关的事儿，他按

照一比一的比例，仿制了十面大石

鼓，并以石鼓文宋拓“先锋本”“中

权本”“后劲本”为依据，在石鼓上

面刻上文字。即使是牛年春节，李

正旭也没有顾上享受假期，而在忙

活石鼓文拓片，直到制作出一套典

雅、考究的石鼓文拓片。李正旭觉

得这是迄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套

石鼓文拓片，他说 ：“我喜欢宝鸡

文化，喜欢石鼓，这里头有咱民族

文化的根。我希望有人能通过这些

小石鼓、石鼓文拓片，更多地关注

宝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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