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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賞石文化之起源賞石文化之起源賞石文化之起源賞石文化之起源    

 

    假如把全球賞石文化的發展比喻為正在掀起的一股巨浪，那麼亞太地

區賞石文化的興起就是這股巨浪的浪峰。無疑地，華人已經走在這股浪峰

的頂尖
36
。日韓賞石界和國際賞石界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賞石文化

歷史的發源地
37
。 

 

中國的美石觀賞習尚淵源流長
38
。《詩經•齊風》記載： 〝尚之以瓊華

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瓊華、瓊瑩都是指美石。齊國的新娘出嫁，要

在婚禮上贈給新郎美石作為信物。秦國士子交往，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

瓊瑤〞，瓊瑤也是美石的意思。 

    

    石依自然特徵出奇而為奇石，其中可供欣賞者為賞石。按展示空間劃

分，賞石又分為『園林賞石』和『文房賞石』
39
。本節擬以年代之先後順序，

介紹中國歷代賞石文化發展概況，及各時期具代表性的人物、事蹟。 

 

一、晉唐時期 

 

魏晉南北朝是賞石風氣的濫觴期。東晉詩人陶淵明愛石、賞石，其居

                                                
36

 石之藝術雜誌 19 期，賞石文化發展，頁 83。 
37

 同注 36。 
38

 泰山珍石，周謙，山東畫報出版社，1996。頁 7。 
39

 御苑賞石，丁文父，2000，香港三聯書局，頁 5。 



所栗里有一塊奇石，他十分喜愛，酒醉後常踞眠其上，稱之為「醒石」，這

大約是最早的賞石記錄了。 

 

唐代是賞石的初盛時期，當時寄情於山水、鍾情奇石的人相當多，而

以宦官、文人為主要成員。許多重要的石種也都發現於此時，尤其是各地

名山所產的奇形石，成為主要的蒐藏對象。最負盛名的賞石家當推牛僧儒

和李德裕兩位宰相。 

白居易在《太湖石記》中描述了牛氏藏石的盛況，他在洛陽的『東第』

和『南墅』兩所居處的花園內，佈置了許多太湖石峰。『遊息之時，與石為

伍』、『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李氏亦愛石

成癖，他在洛陽城郊的「平泉山莊」，『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蒐集

各地奇異的太湖石、泰山石、巫山石、羅浮山石等，佈置成名山大川之狀，

賞玩之餘還一一加以品題。 

  此外，賞石也登上了詩歌文藝殿堂。著名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

易、王維、劉禹錫等，都有詠石之作，其中以詠讚太湖石的詩作最多，生

動描述自然奇石之美，同時以石傳情，以石會友也蔚成風氣。 

 

二、兩宋時期 

 

  賞石到了宋代已極為興盛。宋徽宗為建造艮嶽所歛聚的奇石，堪稱御

苑奇石之最。石種多為蘇州洞庭西山的太湖石，玲瓏細潤，千姿百態，尤

以大、奇、靈秀者為上品。中有六十五塊經徽宗品題，並各圖為譜，即《宣

和石譜》。 

  由於皇帝的倡導，達官貴族、紳商士子紛紛仿效。於是朝野上下，搜

求奇石以供賞玩，一時之間，賞石成為宋人最時興的風尚。此一時期不僅

出現了如米芾、蘇軾等賞石大家，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舜欽等文



壇、政界名流都成了當時頗有影響的收藏、品評、欣賞奇石的積極參與者。 

     

以書畫兩絕聞名於世的的北宋米芾（字元章）是十一世紀中葉中國最

有名的藏石、賞石大家。他的癖石簡直到了如癡如癲、無以復加的程度，

時有〝米癲〞之謔稱。最有名的為『拜石』的故事，見之《宋史•本傳》：

『米元章守濡須（今安徽無為）日，聞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來，人

以為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為燕遊之玩。石至，遽命設席拜於庭下

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他因拜石而丟了官
40
，不但不後悔，反而自

寫《拜石圖》，傾訴得意之情
41
。此外，在相石方面，他還創立了一套理論

原則，即後世所沿用的〝瘦、皺、漏、透〞四字訣
42
。 

 

宋代在賞石文化發展歷史上最大的特點是出現了許多賞石專著。如：

杜綰（字季陽）的《雲林石譜》、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

譜》、漁陽公的《漁陽石譜》等。其中僅《雲林石譜》便記載石品有 116 種

之多，並各具生產之地、採取之法、又詳其形狀、色澤而品評優劣，對後

世影響最大
43
。 

 

三、元代 

 

  元代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處於低潮，賞石當然也不例外。這個時代

                                                
40據說當時有位監察使，名楊杰，「知米好石廢事，往正其癖。」正當他振振有詞地教訓米芾時，

「米逕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珍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轉翻復以示楊

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更勝，楊亦不顧，又

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畫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

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逕登車去。」這個故事生動有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米家奇石之多，

和當時上層社會愛石、藏石之濃厚風氣。（引自石之藝術雜誌第 14 期，頁 72。） 
41

 引自御苑賞石，丁文父，頁 263。 
42

 台灣石學研習館館長卓森雄(1995)認為﹕「瘦」以整體造型上說，高要有長、寬三倍以上之比

例﹔「皺」以石體來說，須石表紋理摺痕錯綜複雜，可為石體之一部份或全部﹔「漏」是在石體

上有窪洞。此窪洞可以是一個、數個或數十個﹔「透」在石體上穿洞成孔，即所謂此通於彼。 



愛石之人主要是不滿異族統治而隱居山林、寄情山水的文人高士，其中有

不少詩人、畫家，如趙孟頫、黃公望、倪瓚、李衎等人
44
。 

 

大書畫家趙孟頫是當時賞石名家之一，曾與道士張秋泉真人熟識，對

張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傾倒。面對「千岩萬壑來几上，中有絕澗橫天河」

的一拳奇石，他感嘆「人間奇物不易得，一見大呼爭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大

書深刻無差訛。」這一時期在賞石理論上無大建樹45。 

 

四、明代 

 

  明代愛石、賞石、藏石的人數，超過任何時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就喜

歡奇石。傳說在他六十歲壽慶時，孫子朱允炆特意收集了許多美麗的雨花

石，拼成『萬壽無疆』四個大字，頓使龍顏大悅！在士大夫階層中，玩石

之風更勝，藏文房雅玩類奇石者尤多。文人的庭園齋堂中，必有奇石點綴

供設，成為雅俗與否的標誌
46
。 

明代賞石家中，最負盛名者首推米萬鍾。他是米芾後裔，承米氏遺風，

也愛石成癖。自稱『石隱』，取號『友石』。在陳衎的《奇石記》中，記載

了他所藏最著名的五塊奇石，即係先祖米芾之遺物。 

 

  隨著蒐玩奇石的風氣日熾，記述和描繪奇石的譜錄也層出不窮，其中

圖文並茂的石譜以成書於萬歷年間林有麟所著的《素園石譜》最為有名
47
。

                                                                                                                                       
43

 參考自石之藝術雜誌 14 期，中國賞石文化溯源發展態勢，中國柳州，趙有德，頁 70-71。 
44 引自御苑賞石，丁文父，頁 265。 
45

 同註 44。 
46

 同註 44。 
47

 林有麟不僅在《素園石譜》中繪圖，詳細介紹了他「目所到即圖之」、「小巧足供娛玩」的奇石

一百一十二品，還進一步提出「石尤近於禪」、「莞爾不言，一洗人間肉飛絲雨境界」，將賞石意

境由直觀形象美為主的高度，提升到具有人生哲理、內涵更富的哲學高度，實為中國賞石理論的

一次躍進。（引自石之藝術雜誌第 14 期，中國賞石文化溯源發展態勢，頁 72。） 



該書收錄南唐以來見諸史籍圖譜的名石奇峰百餘種，文中另保存有許多名

人描述奇石的詩文。石譜中有宋代米芾所藏『石丈』、『寶晉齋硯山』、『蒼

雪堂硯山』，以及蘇軾的『雪浪石』、『仇他石』等，此書所載圖文均具重要

價值
48
。 

 

五、清代 

 

清代賞石風氣略遜前朝，但愛石之人仍不在少數，乾隆皇帝就是其中

之一。他把江南園林風格移植到北京，營造南海瀛臺園囿時，曾將一部分

艮嶽奇石移至瀛臺佈置。 

  雖說賞石風氣略遜於前，但珍奇異石的蒐羅品類在不斷擴大，雲石、

崑石、雞血石、雨花石等日益受到重視。畫家中愛石者也多，他們賞石、

藏石也畫石，此時期獨立的奇石圖也見增多。長篇小說《石頭記》(即紅樓

夢)的出現，北京圓明園、頤和園的建造，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賞石文化

在當時社會生活與造園實踐中的生動反映
49
。 

 

  到了近代，愛石者依然大有人在，如鄧石如、張大千、徐悲鴻、齊白

石、傅抱石、梅蘭芳、老舍等一代文藝巨匠都有賞石雅趣。畫壇大家齊白

石，原名齊璜，因戀石而以「白石」為號。另一位畫壇大師傅抱石一生宗

仰石濤，自謂「余於石濤上人妙諦可謂嗜癡甚深，不能自己。」他以石為

號，畫室自匾「抱石齋」，堪稱抱石終身，連自己的兩個兒子也分別取名為

「小石」、「二石」
50
。至於張大千，據說著名的「梅丘石」原本是在美國加

州海岸沙灘，1975 年被寓居加州的張大千所發現，雇人將它搬回寓所，上

                                                
48

 參考自御苑賞石，丁文父，頁 269。 
49

 石之藝術雜誌第 14 期，中國賞石文化溯源發展態勢，頁 72-73。 
50

 參考自李坤親，2005，《花蓮地區玫瑰石賞石文化的變遷》，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62。 



刻「梅丘」兩字。移居台灣後，此石被安置於新居『摩耶精舍』。1983 年，

張大千溘然長逝後，其骨灰安厝於此石之下，故有「張大千長眠石」之說
51
。 

     

中國歷代以品石、藏石、玩石而見聞於世者，大多是達官貴人或文人

雅士，其中不乏歷史上有名的詩人、文學家、甚至是帝王卿相。他們愛石

成痴的故事，常為後人所津津樂道。茲將各朝代著名愛石人士及相關事蹟

整理如（附錄一）。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花蓮地區賞石文化之發展花蓮地區賞石文化之發展花蓮地區賞石文化之發展花蓮地區賞石文化之發展    

 

    花蓮賞石風氣由來已久，遠在日據時代，僑居花蓮的日本人即組有賞

石社團，時常利用假日由石友輪流舉行家庭品石會；或相邀到花蓮近郊河

川海濱採石，時賞石宿老魏玉振（光緒三十年生），自 1931 年即活躍期間，

鑽研石藝。光復後，在魏玉振的引導下，花蓮士紳梁阿標、駱香林、周德

宜、鍾煥觥諸前輩組立了奇石會，積極從事賞石藝術之推廣，其中以駱香

林對花蓮賞石文化貢獻最深遠
52
。 

 

父親是花蓮玩石前輩，本身經營「愛石園」的林啟東回憶道： 

    

「民國五十二年從嘉義搬來這裡，那時候我才七歲多吧!那時候玩石頭

是因緣際會，因為有人說喔，有地方可以游泳，荖溪那邊喔。那我老爸他

們那時候，就到那邊去游泳，無意間發現山坡上一塊石頭，花了差不多一

                                                
51

 黃儉、鍾陵強，1999，《中國當代藏石名家名品大典》，中國文聯出版社，頁 3。 
52

 引自林庭賢，1994，〈雅石文化之傳世與演變〉，《萬般風情賞美石━石譜》，花蓮：花蓮縣立文

化中心，頁 22。 

 



個禮拜的時間，慢慢把它拉下來，差不多將近一噸。啊那一塊是豐田玉
53
，

但那一塊早已經剝離礦脈，要不然應該挖坑道去追它的礦脈，但是它早就

剝離下來了。我老爸自己跟朋友兩、三個人，花了一個禮拜把它拿回來。

那一塊賣一萬塊台幣！那時候完全沒有五百塊、一千的，都沒有，一百塊

算最大的!那時候差不多五十三年左右。」 

 

  民國 54 年 9 月，豐田玉的發現經媒體 

批露後，吸引大批民眾上山採石。當年中 

央日報相關報導曾寫道： 

 

   ……經過琢磨後的翠玉屏風，外國觀 

光遊客，更視為至寶，不惜高價搜購，加 

工的廠商更不惜派專人，在豐田山中，半 

途搶購，晚間自用三輪卡車，偷偷運走。 

因此，上山採石的民眾，蜂湧而至，短短 

數週時間，人數已由數十人加至六百餘人 

，有的更在山中搭蓋草棚，日夜挖取…… (54.09.24 中央日報，第五版)  

 

「淘玉熱」開啟了花蓮人為石而瘋的首頁。兩年後，駱香林的個人奇

石展，帶動花蓮賞石風氣，至此，石頭在花蓮人的心目中，開始不凡，撿

石、賞石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一一一一、、、、駱香林奇石展覽駱香林奇石展覽駱香林奇石展覽駱香林奇石展覽   

                                                
53

 由豐田荖腦山理想礦場所開採的玉石被稱為「豐田玉」、「台灣玉」或「軟玉」，硬度約 6-7 之

間。原本是開採石綿礦的廢石而遭棄置。民國四十四年，經成功大學礦業調查團僑生廖學成的發

現及研究，確定其極具經濟價值，隨後便有豐田玉的開採盛況。 

圖圖圖圖 2-1 豐田玉開採潮相關報導豐田玉開採潮相關報導豐田玉開採潮相關報導豐田玉開採潮相關報導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央日報中央日報中央日報中央日報 54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4 日第五版日第五版日第五版日第五版 



  駱香林
54
，典型之「巖穴上士，高人逸才」，詩、書、畫各方面素養深

厚，又喜收藏奇石，經常在海邊收集巨石，按照石頭的紋理加以琢磨、題

字，擺設在庭院書齋中
55
。每每興緻一起，便作詩歌頌頑石。在他高齡七十

歲那年（1964 年）臨溪採石賦歸後所作詩篇『秋日與諸同好撿石銅門二首』

中，約略可知他們當時撿石的情景，以及他對石頭熱愛的程度： 

 

出門每所冀，得失尤關心。傴僂緣曲岸，銅門入海深。風濤剝蝕餘，

拋擲滿水潯。奇石不易得，此地已再臨。同行三四輩，一石果千金。歸來

勤磨洗，甯復計分陰。 

 

頑石無端倪，顛倒求其好。有如糟糠婦，曾不厭醜老。昔日溷泥沙，

風濤任拋簸。壽與天地長，身同眾木槁。一朝處淨室，無復臥衰草。提攜

主人翁，有時經懷抱。為錯借他山，成器日尚早。茍欲全太璞，存真以為

寶
56
。 

   

 

 

                                                
54駱香林（1895-1977），名榮基，字香林，以字行。原籍新竹，後遷居花蓮。新竹公學校畢業後，

北上從宿儒趙一山學，埋首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讀書十餘載，曾與李騰嶽、黃水沛等同門組「星社」。

壯歲遷居花蓮，聚徒講學，以民族大義為教，弟子以千計。平生不服官，台灣光復後，任「花蓮

縣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文獻採集與志書編纂；修志餘暇，則浸淫攝影，縱情山水，蒐集

奇石，悠遊於藝文生活。（參閱高志彬，1980，《駱香林全集》，花蓮：龍文出版社。） 
55

 參考自潘小雪，1998，花蓮美術發展史，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頁 23。 
56

 引自高志彬，1980，《駱香林全集》，花蓮：龍文出版社，頁 239。 

圖圖圖圖 2-2 駱香林故居駱香林故居駱香林故居駱香林故居「「「「臨海堂臨海堂臨海堂臨海堂」」」」      圖圖圖圖 2-3 駱香林藏石之駱香林藏石之駱香林藏石之駱香林藏石之「「「「說頑精舍說頑精舍說頑精舍說頑精舍」」」」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研究者於民國研究者於民國研究者於民國研究者於民國 94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0 日現場拍攝日現場拍攝日現場拍攝日現場拍攝 



駱香林外孫林正學先生回憶道：『祖父他的詩、書、畫還有攝影，你看

這個，他說「鍾馗抓鬼」啦，有沒有……這是最早玩的石頭。他玩的石頭，

未必是受日本影響，他的很中國。他受中國文化、漢學的影響很深。他的

石頭，我覺得滿中國的。 

他們那個年代在玩石頭，就純粹像…那種…文人的…文人之間的…他

們那個年代比較沒有那種商業行為。以前沒有機器，都要幫忙磨，用那粗

紙，放在水裡磨。常常看到他們三更半夜在那邊磨石頭。他們那個精神實

在嚇人！我是覺得玩石頭很辛苦！就是像早上啦，天剛亮，就到海邊去撿。

就跟我阿嬷，到海邊去走走，邊撿石頭。像這顆石頭它上面有寫：第一天

去撿、第二天、第三天的心情……怕它不見
57
！』 

    

民國五十六年九月三日，更生報社為慶祝創刊二十週年，特別與花

蓮觀光協會於花蓮市中正堂聯合舉辦奇石展覽會
58
。此次「奇石展覽」的作

品林林總總超過兩百餘件，大的重近千斤，小的不盈一握，全由駱香林先

生所提供
59
。 

 

  在當時，大規模的奇石展覽，就東部而言，尚未曾有過
60
；在國內 

                                                
57研究者 2005 年 9 月 30 日於「說頑精舍」自宅訪問林正學。位於和平路、福建街路口，駱香林

故居「臨海堂」內的「說頑精舍」，為當年駱老先生收藏擺放奇石之處。不敵歲月侵蝕，屋況已

呈斑駁老態，藏石亦不復往昔。 
58花蓮市中正堂舊址位於復興街、公正街綜合市場之處。研究者 2005 年 11 月 5 日訪問當地住戶

蘇阿色（1923~）、林桂美（1946~），據她們表示，中正堂為日據時期所遺磚牆木造挑高建築，格

局方正、前庭寬廣。原用途為武術館，光復後更名中正堂並成為花蓮重要集會、展覽活動之場所。

可惜在民國六十年代前後，地方政府以縣有房地產辦理出售，拆除後改建公寓住宅。 
59研究者 2005 年 10 月 6 日以電話訪問高齡 76 歲，更生日報退休經理王倫。據他所言：「會辦駱

香林個人奇石展，是因為他跟謝社長（更生日報前社長謝膺毅）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們

都是經常去攝影嘛，山上啊、海邊啊，也順便撿撿奇石。他們都很認真啦，不管這個…風雨無阻

啊！奇石展之後，花蓮奇石的風氣就慢慢的發展起來了。其實之前也是有人啦，只是並沒有比較

完整的邏輯，一套思想去玩。就…撿石頭就撿石頭，好玩而已嘛！現在就已經變成是一種藝術了

嘛。」 

 
60

 早在駱香林奇石展覽之前，民國 55 年 3 月 25 日，花蓮縣愛蘭會就曾經在花蓮中正堂舉辦過「蘭

花盆景奇石展」。又民國 56 年 3 月 8 日，花蓮電信局為慶祝婦女節，亦於花蓮電信局中山室舉辦

「插花手工藝奇石展覽」。這幾次的展覽雖名之奇石展，然而奇石僅僅是活動中的配角而已，規

模亦不大。 



而言，亦屬創舉。因此，奇石展覽 

的消息一出，即轟動遐邇！不少西 

部愛石人士專程到花蓮來參觀，甚 

至還有日籍人士慕名跨海前來。正 

式開展前的預展，就吸引了四、五 

千位民眾到場觀賞，可謂盛況空前

61
。 

早在奇石展覽前的五月下旬開始，更生

報便陸續刊載即將展出的各項奇、雅石作

品，除介紹其名稱之外，對於石質、產地、

規格尺寸亦有說明。如此每隔數日，高頻率

地在報上介紹一件件奇、雅石作品，一直持

續到該年年底為止。（如圖 2-6、2-7）這些

有文字輔以說明的圖片，讓當時的花蓮人對

賞石有了概略的認識與耳目一新的感受。 

     

除此之外，在奇石展覽登場前夕，

該報更是連續三天大篇幅、詳細地報導 

當時花蓮賞石文化現況以及賞石訣竅等
62
。在這一連串的宣傳報導之後，配

合更生報二十週年社慶的奇石展，奇石的蒐求頓時成為當紅的熱門運動，

帶動花蓮一股前所未有的賞石風潮。 

                                                
61

 相關資訊引自更生報民國 56 年 9 月 1 日第二版、更生報民國 56 年 9 月 3 日第二版報導內容。 
62民國 56 年 8 月 29、30、31 日，更生報連續三日在二版刊載『寫在奇石展覽之前（上）、（中）、

（下）』三篇文章（如附件一）。內容包括：台灣奇石集中花蓮、賞石歷史、奇石三要件、石頭品 

別以及奇石展覽內容介紹等等。 

 

圖圖圖圖 2-5 駱香林奇石展現場活動照片駱香林奇石展現場活動照片駱香林奇石展現場活動照片駱香林奇石展現場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 56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4 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 

圖圖圖圖 2-4 駱香林奇石展相關報導駱香林奇石展相關報導駱香林奇石展相關報導駱香林奇石展相關報導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 56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3 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 

 



   

 

 

 

 

        二二二二、、、、景氣帶動賞石熱潮景氣帶動賞石熱潮景氣帶動賞石熱潮景氣帶動賞石熱潮    

     

  駱香林的奇石展覽，引起花蓮民眾一股尋石風潮。每到假日，不乏有

民眾攜家帶眷全家動員，前往山溪、海濱尋寶，到處都是撿石的人群。當

然，一些原本就是賞石的愛好者，則在此時乘著這股風潮，推動成立賞石

社團，花蓮的第一個賞石社團於焉產生。在奇石展後一個月，民國五十六

年十月一日，由陳添等人所共同發起的「花蓮縣奇石聯誼會
63
」正式成立。

自此，花蓮的賞石活動由原本少數人孤芳自賞，轉變為社團愛好者共同研

討精進的話題，參與的人數也逐步擴大。 

 

    玩石的人口多了，相關的行業因應而生。早年一般的台灣老百姓生活

並不富裕，在照顧三餐飯飽、為生活打拼之際，真正有閒情逸致，上山下

海尋石賞玩之人尚不普遍，有的是工作之餘，趁著假日撿石以求換得生活

                                                
63

 「花蓮縣奇石聯誼會」即「花蓮縣奇石協會」之前身。 

圖圖圖圖 2-6 其魚維鱮其魚維鱮其魚維鱮其魚維鱮                           圖圖圖圖 2-7 孔雀屏孔雀屏孔雀屏孔雀屏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 5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7 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更生報民國 56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8 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日第二版 



津貼的民眾
64
。真正被花蓮奇、雅石的美名吸引的，是許多來花蓮遊玩的觀

光客，尤其是日籍觀光客，在民國六十年代前後，留下許多令人嘖嘖稱奇

的故事。 

 

    林啟東說：「我們店最早開在自由街，剛好豪華戲院的對面那裡。……

那時候等於是石頭最盛，最多日本人來蒐最多的時候。五十五年左右那時

候到差不多六十五年那時候，那雅石、紋樣石那時候最盛……。」 

「那時候就是一些以前有受過日本人統治的，或是一些日本人在花蓮

有認識的老朋友，都來花蓮觀光，來玩就順便看到石頭就買回去，最高小

小一顆一百多萬台幣!因為日本人文化跟我們差不多，也是買山水（石）
65
， 

有一些類似松、竹、梅那一類，比較古色古香那一類，沒有就是人物類的，

裡面有人物像那一種（紋樣石）。」 

    

    曾任花蓮縣奇石協會第十三屆理事長，本身經營「珍藏家」石藝品店

的陳石德說：「民國六十幾年，我就有看到人家在撿，早期的玫瑰石就有人

在撿觀賞的
66
，那時候也有人在撿片岩，片岩是一層層的顏色，利用一層層

的顏色把它作成山水，深色淺色把它裁成好幾層去磨，全部是綠的磨成白

的，如果靠一層層結構，本來綠的變白的，深綠、墨綠、灰綠跟白就可以

併出。譬如說用綠當成墨，白當成圖，墨跟白就可以畫出圖案，靠綠跟白

磨出圖案（如圖 2-8、2-9），這種創作非常興盛，在六十幾年也許更早，

                                                
64

 民國 50~60 年代，除了下大雨的日子之外，花蓮海邊總會看到有許多人彎著腰撿石。他們以

撿拾白色石英鵝卵石為主，每天大約可撿 200~400 斤之間，一斤可賣五角，每月可賺四千元左右。

這些卵石主要是外銷到日本或美國，作為佈置庭園之用。（資料來源：更生報 63.10.12 第三版） 
65

 風景石，以製作山水景為主，又名山水石。其原石為大理石夾層片岩，另稱矽質片岩。聰明的

花蓮業者，將它磨製成山水風景屏風，風靡台灣和日本數十年，花蓮許多石界前輩即以此而致富。 
66

 「薔薇輝石」俗稱「玫瑰石」，化學成分主要為矽酸錳（MnSiO3），莫氏硬度 6。此種半寶石具

有淡紅、薔薇紅、桃紅、白、黃至淡綠等多種顏色。因部分轉變為氧化錳而常呈黑色紋理。主要

分佈於花蓮的三棧溪、木瓜溪、立霧溪的綠水、洛韶河床處以及瑞穗的中央山脈地區。薔薇輝石

自 70 年代起掀起一股熱潮，因其氧化產生的黑色紋理，配合鮮豔的玫瑰紅色，經研磨後甚具觀

賞價值，供為賞石，也可製成各種工藝及裝飾品，深受玩石人士喜愛（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



因我六十幾年才來，我看到六十年初很興盛，我在想五十幾年就有了。……

日本人買的非常多，民國 59~65 年左右，日本人大量來花蓮觀光，這些石

頭買的非常多，有的甚至整間店買下，整個貨櫃的，價錢又非常好，幾乎

賣一片可以買一棟房子……」 

    

                            

    

 

 

「山水石在民國六十幾年最興盛，當時這是一項非常興盛的產業，當

時日本人可以買一個貨櫃，買個幾百萬，買磨過的，一批幾百萬這樣買。

六十年上下，日本人不知怎麼回事？一買就很多，而且不便宜，一塊二、

三十萬，大小差不多和人一樣。」 

 

日本觀光客，曾經付出了令人驚異、甚至不可置信的大手筆，只為換

得花蓮美石。事實或許因時空更迭而有誤差，也有可能是受訪者酌於加油

添醋，但可以確信的是，民國六十年代前後，花蓮石頭的確曾吸引了無數

的日籍觀光客，創造了一段石頭的經濟奇蹟。 

 

民國七十年代的台灣，經濟起飛、股市狂飆，國民所得逐年增加
67
，人

                                                                                                                                       

質調查所，1999）。 
67

 民國 75 年起的十年間，台灣地區經濟大幅度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快速增加（如圖 4-1），股票

圖圖圖圖 2-8 外銷日本的風景石外銷日本的風景石外銷日本的風景石外銷日本的風景石（（（（黃振利作品黃振利作品黃振利作品黃振利作品））））     圖圖圖圖 2-9 花蓮石界多人因磨製風景石而致富花蓮石界多人因磨製風景石而致富花蓮石界多人因磨製風景石而致富花蓮石界多人因磨製風景石而致富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翻攝自翻攝自翻攝自翻攝自「「「「石之藝術石之藝術石之藝術石之藝術」」」」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39 期期期期 54 頁頁頁頁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翻攝自翻攝自翻攝自翻攝自「「「「石之藝術石之藝術石之藝術石之藝術」」」」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18 期期期期 



民的生活水準提高，物質豐富之餘，愈來愈多人開始講究藝術審美、追求

精神寄託而投入賞石、撿石的行列。為了獲得心目中最理想的美石，愛石

人可以不計代價的付出。花蓮的各個角落都是尋石的人潮，就連港口邊圍

繞的人群，企盼的不是滿載的漁獲，而是剛從海裡打撈上岸的雅石。這股

賞石的浪潮好比景氣奔騰不可遏抑；猶如狂飆股市使全民沸騰！激起的浪

花成就花蓮賞石最風光、達於巔峰的一頁。    

    

林啟東：「股票飆到萬點那時候……七十八年，已經飆漲的時候，我的

石頭也跟著在飆，最好賣！從不殺價。開十萬，好！OK，十萬！」 

「全民運動，整個木瓜溪只要找到一顆玫瑰石，不管有沒有紅，有黑

就好了，大家拉回來。……那時候稍微一個都幾十萬、幾十萬這樣，光是

原石喔！玫瑰石最熱門就是那時候，開始切那時候，整個都帶動，好像全

民運動！颱風一來還沒退啊，河床就有人在那邊等，先下去那邊等，要搶

玫瑰石。」 

 

陳石德：「八十年前後的好幾年，約六、七年算高峰期。玫瑰石也是那

時候價格最高，跟景氣有關係，那時候傳統行業很好，而且股市也很好，

房地產也好……」 

 

民國七十八、九年，海灘上可供賞玩的石頭已被愛石者撿得差不多了，

反應快的潛水夫，即興起潛入海底採石的念頭。因石獲量出奇的好，在有

利可圖的的誘因下，潛水夫們紛紛加入採石的行列68。從此，漁郎出海不

捕魚；午后的港邊，萬頭鑽動的人潮，引頸企盼的不是漁獲，而是剛剛撈

獲的新鮮海石。這段「海底覓石」的空前「壯舉」，成為日後最為人津津樂

                                                                                                                                       

市場加權股價指數也續創新高，並於民國 79 年 2 月 10 日達到 12,495.34 點的歷史高點。 
68

 參考自田福金，2001，《山海石藝頌》，花蓮：花蓮縣石藝文化推行委員會，頁 20。 



道的往事。 

 

首批嘗試下海撿石者之一的林龍文說：「最早是找石頭找到海邊嘛，啊

海邊有，海裡應該也有。最早第一批是我們下去拿，除了我還有鄭香良、

游玉山。那時是我們三個下去拿，差不多七十八、七十九年。一開始是，

那時候是人家雇我們下去拿的。……七十八年的前三年，就有陸陸續續下

去拿了。探測性而已啦！啊就潛一下、潛一下這樣，真正在找是七十八、

七十九年。 

往北在漁會、燈塔那邊下去喔。哇!那邊石頭很多!啊就開始每天撿，

差不多早上五、六點多出門，三、四點就回來，每天。啊我們差不多撿一、

兩個月後，人家才開始跟著去撿。 

剛開始石頭上來後，都到家裡去買。啊那時候好賣啊，很搶手!那時候

很熱鬧喔，我家裡喔。直接上岸就賣是後半段，我大部分都是在家裡賣比

較多啦。啊後來人愈來愈多的時候喔，他們就直接到海邊去挑，愈來愈多

人下去撿的時候喔，才在海邊賣。我們那時候開始在撿的時候喔，外縣市

的朋友就來買，一窩蜂這樣子。那時候就把金瓜石
69
……大部分是金瓜石，

那時候玫瑰石沒有人要。那時候海裡面很多嘛!啊買金瓜石，我們就送他們

玫瑰石這樣。那時候是這樣啊，過好幾年後才開始找玫瑰石這樣。 

最瘋的時候差不多有二、三十艘。例如颱風過後喔，就會很多船。有

的像是業餘的，這樣打游擊。這樣一艘船不一定有多少人，有的一個、有

的四個，不一定啦。像我到後來，我也是一個人而以啊!一個人一艘啊!我

們有拋錨，有下錨，所以船都固定的。我個人撿過最大的，差不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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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瓜石」真正的學名為糜嶺岩（Mylonite）；以狹長帶狀賦存於花蓮縣秀林鄉三棧至太魯閣地

區大南澳統變質岩系開南岡層中，其岩層以片麻岩為主，為灰綠色，顆粒中粒至粗粒，強烈褶皺

或糜嶺岩化作用為明顯的特徵，局部有再熔作用現象，並經三次變質作用，其糜嶺岩化作用強烈

之處，其色澤呈現較深的花紋。花蓮縣秀林鄉三棧至太魯閣地區大南澳統變質岩系開南岡層中之

糜嶺岩，其色澤都帶有金黃色，被玩石界的文人騷客取名為「金瓜石」（資料來源：經濟部礦業 

局，2005）。 



四噸到五噸，一個那個玫瑰石。用浮力袋浮起來的……。 

撿起來的石頭就這樣，擺一個一個這樣，計價這樣。那時候比較少殺

價啦，因為你那時候想要搶買啊，你不買的話，別人要買！」 

    

張鴻川：「奇貨可居啦!你不要，後面還有一堆人在排隊！」 

 

林啟東：「七十八、九年那時候，雅石就是那時候有人到海底潛水，因

為我講之前東岸村那裡早就埋掉了
70
，變成要潛水下去拿。所以每次他們漁

船一進來呀，他們就往漁港跑去，跟他們爭先搶購那些雅石，撿起來的。

那時候雅石達到最高點，時間差不多七十八、七十九年。」 

 

楊振坤：「差不多民國七十九年、八十年那時候，因為那時候喔，你假

如到海邊、到漁港去喔，看到那邊的船，差不多兩、三點，三、四點，那

邊人很多，岸邊都擠滿了人，等著要買石頭。所以那時候有人說，花蓮區

漁會好像是花蓮區石頭會，好像那邊變成人家撈石頭的地方，不是賣魚的

地方。石頭賺比較快，撈石頭賺比較快!啊搞不好一天下去，撈個幾十萬喔！

據說啦，我們花蓮這個石頭，從海裡撈出來的，差不多有幾億賣到外縣市。

因為我很清楚，那時候喔，我看他們來買石頭都是帶現金，外地來的。因

為那個時候，他不會讓你賒欠的啦，所以錢都一大把一大把的。因為那時

候整個台灣景氣很好。……那時候整個台灣喔，最好的石頭是金瓜石。它

的質地、色澤、它的硬度喔、形狀……是台灣最好的!所以那時候，整個台

灣玩石頭的人，一定要到花蓮來。」 

                                                                                                                                       

 
70
研究者 2005 年 4 月 11 日於「愛石園」自宅訪問林啟東，他說﹕「早期花蓮海邊有一個東岸街，

就是現在港口，外港那裡，本來有一個東岸村在那邊。現在已經改為港口，外港，亞士都下去那

裡。剛好花中旁邊一個斜坡下去，底下有一個村莊，好像一個漁村一樣。那裡有一個 T 字型的、

舊的，好像日據時代蓋的一個堤防，我們稱為「T字堤」。小時候到那邊游泳、抓螃蟹什麼的，

尤其那時候的海金瓜（石），最漂亮!那時候……民國五十五年左右。」 

 

 



陳石德：「民國八十年時候玫瑰石才是最興盛，當時還有金瓜石、綠泥

石。整個台灣各地都往花蓮來，從海底撈出來的量非常大，都有潛水夫去

撈，數量十幾艘漁船，一天就賣掉。漁船不捕魚，專業去撈這個。……跟

景氣有關係，那時候傳統行業很好，而且股市也很好，房地產也好，不管

開什麼店、不管賣什麼都很多人買，很好賣！」 

 

張鴻川：「花蓮地區算是石頭產區，量多品種也多，在民國七十八年起

到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左右是最興盛的時候，那時候潛水下去一趟漂亮

一點的石頭，三、四十萬沒有問題。那時候都是金瓜石，玫瑰石是在後期……

在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金瓜石、玫瑰石是最頂尖，拿現金在港口排隊，

一個石頭三、五十萬，現金交易。 

因為石頭是文明的副產品，房地產、股票最好的時候，錢不是錢，拿

個三、四十萬買石頭，你有錢才有辦法玩石頭，他不用去找。」 

 

    這樣子的榮景，一直維持到民國八十年代中期。由於賞石活動的熱絡，

賞石人口大增，許多賞石社團也紛紛在此時期相繼成立
71
，共同見證了花蓮

賞石文化發展達於顛峰的歷史。 

 

 

        三三三三、、、、玫瑰石切片玫瑰石切片玫瑰石切片玫瑰石切片    

    

    早年花蓮的山溪、海濱，只要你願意，處處都撿得到美石。當時美石

資源是如何豐富，可以從這些石界前輩的口述中拼湊出一、二。可惜的是，

其中幾處已經填為碼頭或劃為礦區，背著布袋尋石的畫面，已成絕響。 

 

「那以前北濱那裡喔，我都拿布袋去撿，一個下午最少撿整個布袋。



以前那個石頭，你叫個吊車吊上來，就要花很多錢。沒有人有辦法切呀！

沒有那麼大的機器可以切，啊切不開呀，要敲又敲到叫不敢!我以前看到一

顆很漂亮，啊這麼大顆!啊想說把它挖個洞，裂開再把它撬成兩塊，啊幹

xx!現在來講，就跟神經病一樣! 三十幾年前，在木瓜溪就是用那台灣話叫

做『鴨頭仔』，啊我就專門拿那來打玫瑰仔。幹 xx!啊伊就一顆迮大顆!恁

爸硬掙也抱不動，旁邊黑的又掙也扛不走……」 

    「以前那還沒弄水泥廠的那邊，撿石頭啊，民國六十年左右喔，真的，

多漂亮啊!就是亞泥那裡，多漂亮咧!玫瑰石、金瓜石都有。新城山那裡有

金瓜石的礦啊，他們那裡有礦，很漂亮啊!非常多!它現在不能進去，有管

制。」（余太高） 

    

「之前是南濱這裡也有啦!那因為做那個漁港，都把它蓋掉了，不然那

邊也很多啊。像北濱那邊，啊玫瑰石、金瓜石都很多啦!那擴建的時候，啊

我們在那邊潛水，都很多啊! 我在做那碼頭在擴建的時候喔，那就好幾塊

玫瑰石，很大啊!那時候大的那沒有人要，啊那比較難磨!都撿小的，比較

好磨。大的都沒有人要，那個都填掉了，差不多七、八噸有吧?」（林龍文） 

 

「有時候一個像桌子那麼大，敲了一個禮拜，回來剩下一塊紅紅的。

早期不曉得玫瑰石裡面有什麼，那時候專門玩有紅就好了，像現在最好的

玫瑰石，早期在河床被我們敲掉，不曉得有沒有差不多幾百噸!」（林啟東） 

 

    早期因打磨、切割的技術尚未成熟，撿石者只好捨大求小；又因為當

時審美需求，諾大的玫瑰石只留下紅色的部分，其餘的不是棄置就是想盡

辦法敲掉。以今日的角度來看，著實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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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岸玉石學會、永安石友會、樸石協會等，皆成立於此時一時期。 



「那時候我爸在做日本的生意，にわぃし黑焌焌
72
，像生鏽這樣啥覓

要? ……那海邊全是那黑巴巴的，尤其是木瓜溪質的，黑黑一層，看起來

跟火炭仝款厚、又重。」（張鴻川） 

 

「早期通通要有紅就對了!有整顆大顆的，裡面中間有一小部分有紅，

啊另外那時候有裂縫就當做瑕疵，啊把它全部打掉，就像現在瑪瑙石都有

裂縫，有一條一條，磨起來有山水、有樹景，但是後來我發明切割
73
，才知

道裡面的內容那麼豐富!」（林啟東） 

    

那個又黑、又重，沒人想要的東西，就是玫瑰石。如今身價早已鹹魚

翻身、不可同日而語。受限於本地的石源因大量採拾而短少，近幾年又有

進口石的競爭壓力，玫瑰石的魅力卻依舊不墜，甚至轉型切片、石畫的欣

賞新角度，這都要歸功於鋸片的改良及切割技術的進步。 

 

「到了最近幾年，進口石進來之後就變的比較消沉一點……大概在五

年前（八十九年）左右，市場漸漸被大陸所佔有，經過這幾年因為量漸漸

枯竭，所以這幾年沒落比較多。」（張鴻川） 

 

「哇，大陸進來了，整貨櫃進來的，雖然不是金瓜石，但是它的雅、

它的量又多、又便宜。……收集的人還是有，但是以說比較商業上面的話

來講，就等於沒落了。金瓜比較沒落了，市場上沒那麼活絡，但是玩的人

還是有，不像以前說一個展出得冠軍，哇！『這無一百萬阮不要賣，這要

兩百再來講！』沒有像以前那麼熱，啊唯一現在還在熱就玫瑰石而已。」

（林啟東） 

                                                
72にわぃし——庭園腳踏石、庭石，即一般所稱的「庭院石」。早期曾大量出口至日本，以為佈置 

庭院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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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者多方考證的結果顯示，花蓮最早將玫瑰石以切片方式呈現者為林華盛先生。張鴻

川：「他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有了。他外銷日本，後面還裝電燈。他那個石頭喔，都滿貴的，一個

都五、六萬，三、四萬在賣。」 



「薄片二十年前就有。以前是工具的問題嘛!以前切得比較厚，不能像

現在這樣，而且你要切薄片的話，鋸片稍微一動，稍微一閃失，它整個就

壞掉了。因為現在工具好，啊切像切豆腐一樣，很容易切，現在大概可以

切到五厘米左右，以前不可能有這種切法。 

後來就是有人引進萊仔片（鑽石鋸片），就可以切的很薄，而且面積再

大一點也可以切。切大片當然還要厚一點，因為玫瑰石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軟硬不同。一片石頭它軟硬不同，有些因為它裡面礦物的成分不同，它

切起來有時候你聽，它切的聲音會ㄎ一─喀─喀─喀─很刺耳的聲音，有

時候又變的比較那麼不刺耳，那就是它裡面軟硬不同。那你假如切的太薄

的話，有時候它會跑掉，有時候甚至會切斷掉。所以後來就是發展成這樣，

完全是鋸片的問題。」（楊振坤） 

 

「玫瑰石要玩整顆的跟切片的。玩整顆是靠它皮去蕪存菁，留一些我

們要留的山水，可以人為控制，那切的就沒辦法了，要憑功力了。整個石

頭烏七抹黑的，要判斷它紋路走向怎麼樣，角度稍微差錯就沒有了，切不

到東西了。玫瑰石開始切之後，花蓮大家好像開始瘋狂一樣！我還在切，

啊人家在外面等，啊切開一看，這片多少、多少…就搶著要了。」（林啟東） 

 

「整個高峰在八十幾年，差不多七十八年開始發展切片，切片大部份

都缺貨，大概在八、九年前，開始作表框，一塊石頭切成薄薄很多片，降

低成本。有些人玩不起那麼大，要買去送人，能看的，稍為一個石頭就好

幾萬，送人不合送禮預算金額，所以就發展成這樣，幾百元的、一千二千

也有，五百也可以買很漂亮，很好賣。很多人都會送這種東西，好選擇，

又有題字上去，這種情況就發展很快。 

玫瑰石發展顛峰在八十年，再來發展切片在八十五年開始，一直到現

在，價錢最好，最能賺錢是在也是八十五、六年價錢最高。現在四、五百

元，那時要三千元。切片大概都 0.5 公分，0.4-0.6 公分，切片是目前較



流行，需求和供給還是很大，但比起民國八十六、七年還少一些。」（陳石

德） 

 

    隨著原石切割技術與機器的日益精進，加以玫瑰石產量逐漸減少的影

響，為了創造玫瑰石的生命力，約在八十四年前後，開始有業者嘗試將玫

瑰石切薄片裱框，並提以書法，玫瑰石畫開始與國畫結合，甚至有了所謂

「一石一畫」的對應作品，使玫瑰石的賞玩方式進入更深一層境界。由於

玫瑰石畫攜帶方便又具代表性，使玫瑰石切薄片裱框的熱度至今未退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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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李坤親，2005，《花蓮地區玫瑰石賞石文化的變遷》，頁 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