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史之乱的逃亡墨工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 年 12 月 16

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

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

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

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史称“安史

之乱”。这场耗时数年的战争，让大量北方墨工纷

纷南迁，而易州墨工奚超父子也是其中的一员。他

们逃到江南歙州（古时所辖地域为今黄山市、绩溪

县及江西婺源县。宋代改歙州为徽州），见这里松

林茂密、溪水清澈，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

有才情而无治国之能的南唐皇帝李煜，填词作

画时，砚中盛着的，正是安徽地方官送来的奚氏父

子创制的奚墨。由于奚氏造出的墨“丰肌腻理，光

泽如漆”，李煜视为珍宝，于是任命奚超儿子奚廷圭

为“墨务官”，并赐国姓李作为奖赏。

据说是奚氏父子选用松烟一斤，珍珠、玉屑、龙

脑各一两，和以生漆，杵十万杵，才制成“落纸如

漆，万载存真”的好墨。不管如何，歙州李墨就此名

扬天下，当时民间都流传着“黄金易得，李墨难获”

的说法，而全国制墨中心也南移到了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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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徽墨分为了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和胡

开文的四大家。其中汪近圣和胡开文两位都是绩

溪县人。他们对徽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创新，使很多墨都成为了绝世之作。

乾隆年间，绩溪县上庄人胡天注，在休宁承顶汪

启茂墨店；并将店号改为“胡开文墨店”。晚年时将

店业传于从小就跟随父亲操持墨业的次子胡余德。

自此，胡氏墨发扬光大。其“苍佩室墨”造型新颖，墨

质精良，曾为贡品；而所制的“地球墨”于1915年在美

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

清墨当数绩溪

制墨第制墨第一人一人 邢夷邢夷
传说古代在没有墨传说古代在没有墨的时候的时候，，写字和画画很不方写字和画画很不方

便便。。周宣王时周宣王时，，有个叫邢夷的人有个叫邢夷的人，，他很擅长绘画他很擅长绘画。。

一回一回，，他因为弄脏了手他因为弄脏了手，，便来到附近的小河清洗便来到附近的小河清洗，，正正

洗手时洗手时，，他看见旁边有一块乌七八黑的东西他看见旁边有一块乌七八黑的东西，，好奇好奇

的捡起来一看的捡起来一看，，发现是块松炭发现是块松炭，，然后就给扔了回然后就给扔了回

去去。。他不经意的看到自己的手他不经意的看到自己的手，，噗……地笑了出噗……地笑了出

来来，，没想到刚刚洗过的手更黑了没想到刚刚洗过的手更黑了。。他心里想他心里想：：松炭松炭

可以把我的手染成黑色可以把我的手染成黑色，，那就应该能用它来写字和那就应该能用它来写字和

画画画画。。邢夷随手便捡回那块松炭带回家了邢夷随手便捡回那块松炭带回家了。。

邢夷回到家里后邢夷回到家里后，，很快的把松炭磨成粉末很快的把松炭磨成粉末，，再再

加了一些水加了一些水，，但是怎么也凝聚不起来但是怎么也凝聚不起来，，他左思右想他左思右想

都没想到好办法都没想到好办法，，就在这时就在这时，，他的夫人因为叫他吃他的夫人因为叫他吃

饭他也没听见饭他也没听见，，所以索性把糯米粥端到他面前让所以索性把糯米粥端到他面前让

他享用他享用。。邢夷好像半醒的邢夷好像半醒的、、双手拿着松炭末双手拿着松炭末，，全都全都

给倒进粥碗里给倒进粥碗里，，忽然间碗里马上变成了黑糊糊的忽然间碗里马上变成了黑糊糊的

半固体状了半固体状了。。

邢夷看到之后邢夷看到之后，，很高兴地将碗里的东西再作很高兴地将碗里的东西再作

搅拌搅拌。。这时这时，，邢夷发现夫人的袖口上有块地方特邢夷发现夫人的袖口上有块地方特

别乌黑别乌黑。。邢夷问夫人邢夷问夫人：“：“这片乌黑是怎么回事这片乌黑是怎么回事？”？”夫夫

人一看人一看：“：“喔喔！！这是刚刚在灶炉下做饭时碰到的锅这是刚刚在灶炉下做饭时碰到的锅

灰灰！”！”说完说完，，就用手拍来拍去的就用手拍来拍去的，，但怎么也无法处理但怎么也无法处理

掉袖子上的脏东西掉袖子上的脏东西。。这回这回，，邢夷又高兴地说邢夷又高兴地说：“：“这这

下可好了下可好了，，锅灰可比我检来的松炭更黑锅灰可比我检来的松炭更黑，，粉末也更粉末也更

细细，，用它来写字是最好不过的了用它来写字是最好不过的了。”。”

邢夷便把锅灰弄下来之后跟水一起搅拌邢夷便把锅灰弄下来之后跟水一起搅拌，，用用

筷子蘸了些筷子蘸了些，，就在墙上画了几笔就在墙上画了几笔，，这便是中国最早这便是中国最早

的墨汁的墨汁。。虽然邢夷发现了这样可以方便写字虽然邢夷发现了这样可以方便写字，，但但

它却携带不便它却携带不便。。邢夷就用之前的办法把糯米熬成邢夷就用之前的办法把糯米熬成

粥粥，，和松炭及锅灰混合着搅拌和松炭及锅灰混合着搅拌，，再经过揉搓后变成再经过揉搓后变成

方条方条，，然后拿去晒干然后拿去晒干，，要用时要用时，，只要再加一点水磨只要再加一点水磨

一下一下，，就可以用来写字和作画了就可以用来写字和作画了。。

邢夷刚开始把这个墨条取名为邢夷刚开始把这个墨条取名为““黑土黑土”，”，又觉又觉

得不妥得不妥，，便把便把““黑土黑土””两字合为一起单字两字合为一起单字““墨墨”，”，历史历史

称这为称这为““邢夷墨邢夷墨”，”，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块墨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块墨了。。

《《述古书法纂述古书法纂》》有记载有记载：“：“邢夷始制墨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字从黑土，，煤煤

烟所成烟所成，，土之类也土之类也。”。”指的就是这个指的就是这个。。 朱玉婷朱玉婷 整理整理

渊源：逃亡墨工到徽州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笔和砚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墨。据《述古书法纂》记载：“邢夷始制墨，字从

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这可以看出，周宣王时期才有了人工墨的历史，邢夷制墨也就是人工墨的开

始。

徽墨，作为“徽州所产之墨”的统称，古人曾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徽州的绩溪县、屯溪

区、歙县三地为徽墨制造中心。其生产时期可追溯到唐代末期。声名鹊起，则在南唐后主李煜执政之时。

可真正起始，是在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因为之前徽墨的名称是“新安香墨”。 张亚琴

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

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印刷术突飞猛进，出

现了一个文化高潮，尤其是宋室南渡后。

当时，每年临安（今杭州市，是南宋首都）的科

举考试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场。这时的徽州地区，

制墨业已步入“家传户习”的阶段，仅官府每年就要

向朝廷进贡“大龙凤墨千斤”，而要满足文人墨客、

莘莘学子的用徽墨则要逾万。

到了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时，“徽

墨”之名便正式诞生并迅速风靡临安，“徽墨”遂成

了墨的代名词。

徽墨的潮流还要得益于一干文人，首推宋徽

宗。他虽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颇

有天赋，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名传千古。他喜

欢墨又懂制墨，还亲自实践，自然推动了徽州制墨

业的发展。此外，还有北宋大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制

墨爱好者，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有过参与

制墨的经历。

宋代用徽墨成潮流

到明代，随着徽州商业的繁荣，使徽墨传遍全

国，乃至海外。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

徽州墨工竟达120多家。嘉靖年间的方正、邵格之、

罗小华以及万历年间中期的程君房、方于鲁、汪春

元、叶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各树一

帜的代表人物。

这个时期的徽墨，普遍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

十几种贵重原料，而竞争也转移到墨面的创意、设

计以及产品的包装、装潢创新上。可见，徽墨已从

单纯的文房用品、书写材料，进入了“实用兼欣赏”

的工艺美术品行列。

当墨成为艺术品，艺术家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明代很多著名的画家参与了墨式的绘图，著名的刻

工参与了墨印的雕刻，其中画家有丁云鹏、吴廷羽、

俞仲康等人；雕刻家有黄鏻、黄应泰、黄应道、黄德

时、黄德懋等人。这样，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徽墨

便形成了歙、休、婺三大派。明代的徽墨大家，最有

名的是歙县的程大约(约博)，世称“墨妖”。他既讲

究墨的配方，又注重墨印的雕刻以及墨品的设计、

装潢(匣子)，并有《程氏墨苑》面世。

明代成为欣赏的工艺品

徽墨《李太白》

徽墨《十八罗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