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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石与汝瓷、汝帖并称为汝州三宝。

在我市，汝石的爱好者数不胜数，而从爱

好到研究汝石的人却凤毛麟角。

近日，记者慕名来到位于梁丰路的一

处院落，见到了河南省观赏石协会副会

长、河南省观赏石协会汝石专业委员会主

任、汝州市汝石协会会长牛应军。进入院

内，院中的桂花树下整齐摆放的石头引人

注目。在客厅的一角，也摆放着不少石头。

这些石头并非普通的石头，而是经过岁月

洗礼、自然雕琢的艺术品。它们千姿百态，

妙趣横生，有的呈椭圆形，有的呈菱形，有

的呈三角形，有的呈不规则形状。这些石

头有的圆润如玉，有的布满纹理，有的图

案奇特……每一块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瞧，石头上面的白色是富含的二氧

化硅，红色富含的是三氧化二铁……汝石

分为梅花石、荷花石、镶嵌玛瑙，他们富含

磁场，你用磁铁放上面就能感受到。”牛应

军说话间，随即拿来磁铁让记者体验。

牛应军的卧室床头柜上放着许多精

美的石头。“赏石久了，人的思维认知也随

之变化，看待任何事物由复杂变得简单。”

牛应军说，看着石头，自己的内心感到无

比满足和快乐。

石不能言最可人，它们见证了地质的

变迁，承载着地质的文化与历史。在牛应

军家中，每一块石头都是他的宝贝，他用

心收藏、用心呵护、用心欣赏。

“这些石头不仅仅是我的爱好，更是

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从石头中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乐趣与追求。”牛应军说。

谈及最初接触捡拾石头的缘由，牛应

军至今记忆犹新。2001年夏天，牛应军带

着孩子到汝河玩耍，在河边洗手时，不经

意发现旁边一块石头在河水的冲刷下特

别漂亮。他当即捡

拾起石头，脑海中

闪现之前看过《汝

州志》上面对汝石

特征的描写，定睛

一看，这块石头与

汝石的代表之一梅

花玉特征相符，令

人爱不释手。有了

第一块汝石，牛应

军被这种石头的美

丽和独特性所吸

引，开始对汝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

之后，牛应军对捡石头的执着一发不可收

拾。每每一有空闲，就一个人背着背包到

汝河，期待与美石相会。

户外捡石头，牛应军颇有心得。“捡石

头是发现的过程，必须具备脚力、心力、眼

力，才能捡拾到美石。”牛应军说，每一次

捡石头只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深陷其中，

其乐无穷。特别是包里收获沉甸甸的石

头，那种喜悦与幸福是持续长久的，无以

言表。

看着捡回来的石头，牛应军说：“通过

对大自然的接触，开阔了视野，认识并了

解了地质及各种岩石的构造和形成，从石

头中捕捉到自然美。读石的过程是与石头

对话的过程，凝视着这些石头，可以无限

想象着它们背后的故事。”

牛应军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大自然

的敬畏之情，并且通过收藏和研究石头来

丰富自己的生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汝石，牛应军阅读

有关汝石的书籍、文章，他逐渐了解到汝

石的历史、文化等知识，对汝石有了更加

全面的认识。他在欣赏的同时，不仅关注

汝石的外观，还注重汝石的质地、纹理、色

彩等方面。通过不断地收藏和研究，他的

汝石鉴赏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除了收藏石头之外，牛应军还喜欢研

究各种关于石头的知识。他时常阅读大量

关于地质学、矿物学和岩石学方面的书

籍，并且经常参加各种讲座和研讨会。他

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才能

更好地理解这些美丽而神秘的石头。

从捡石头到赏石到玩石再到研石，23

年来，牛应军对汝石的挚爱从未间断，通

过相互的学习交流，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如今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收藏家，

更是一个汝石专家，对汝石有着独到的见

解。他影响并带动了身边的邻居、同学和

朋友，一大批人纷纷加入到汝石爱好者的

行列里。据牛应军介绍，汝州的奇石爱好

者、资深石友有 3000余人，其队伍影响力

不言而喻。

如何鉴定石头的品质？牛应军给出了

答案，“对于石头收藏爱好者来说，每个人

的喜好不一。但无论选择何种石头，都应

该从质、色、形、纹、韵上鉴定石头的品

质。”

汝石作为汝州的三宝之一，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一名专业的汝石

收藏者，牛应军深知汝石文化的珍贵，他积

极参与汝石文化的传播和推广，通过举办

展览、讲座等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汝石。据牛应军介绍，自 2023年 12月至

今，汝州市汝石协会已先后举办两届斗宝

大会，吸引了周边县市及外省石头爱好者、

资深石友 1000余方石头参展，同时在城市

中央公园、汝河沙滩公园以及汝州三宝馆

举办奇石展销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及外

地游客参展，共同参与汝石文化宣传与传

播。

谈及汝石协会的下一步打算，牛应军

胸有成竹地说道，“尽快牵头引进一家石

头配座作坊，方便本地及周边县市的石友

使用。协会还将定期举办一些关于汝石的

活动，如展览、讲座等，普及汝石文化知

识，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提高人们对汝石

的认识和鉴赏能力。加强队伍建设，凝聚

本地石友力量，致力于传播汝石文化，让

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汝石的魅力。”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盼盼

记者手记：

汝石作为一种古老的玉种，因其独
特的纹理和色彩，备受汝石收藏者的青
睐。爱好者对汝石的喜爱是多方面的，既
有对汝石本身的美感和历史文化价值的
欣赏，也有对汝石雕刻技艺的热爱，以及
对汝石收藏投资的关注。笔者深深感受
到汝州汝石收藏者那份炽热的心，他们
通过各种方式，致力于传播汝石文化，让
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一独特的艺术品。

牛应军：普及汝石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汝石魅力

●马俊杰

形状各异的汝石

牛应军鉴石

随增

10 月 9 日，应朋友之邀，笔者驱车来到米庙

镇甄屯村，采访了汝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项

目（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随增。

据朋友介绍，随增不但雕刻技术好，而且在

绘画、泥塑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值得一提的

是，已 82 岁的他还是个“网红”，每天坚持开直

播，铁杆粉丝就有 5000多名。

走进随增老人的工作室，琳琅满目的书画

挂满了房间。那惟妙惟肖的各种木雕摆件，令人

目不暇接。只见工作台上，有序地放着雕刻工具

及直播设备，在屋内一角，随增正在精心雕刻着

一根龙头拐杖。“这是两天前直播间里的一个客

户定做的产品。”忙碌着的随增面带着微笑着说

道。

自幼聪慧学艺成

随增，米庙镇甄屯村人。自幼喜爱绘画，尤

其喜欢看“小人书”。看到书本的人物、风景等，

时常用铅笔学着临摹。随着他不断的努力，绘画

水平越来越好，渐渐地在村子附近小有名气。

随增自小就跟随叔叔学习木工活，因为有

一定的美术功底，上手非常快。随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惠及神州大地，农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生活好了，物资需求也高了。有次他到市区

集贸市场，看到市场上的洗脸盆架很畅销。回家

后，经过细心揣摩，就在家摸索着做了起来，没想

到，做成的第一个成品拿进城里很快就卖掉了。

首次小试成功后，坚定了他的信心，也为他今后

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基础。随增十分勤奋，慢慢的

他的木工雕刻，也初步形成独特的风格。

在这期间，为了学好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制

作，他曾到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圣地———开封朱

仙镇去参观学习。

四处奔波为生计

1990 年春，在朋友推荐下，随增跟随建筑队，

到周口关帝庙从事木工雕刻工作。随增和工友们

在那里忙了近一年才竣工，庙内每个建筑的斗拱

上，各有一百多龙头，平板坊、正门上的雀替等构

件雕刻作品，大部分是他的杰作。在周口的那段

时间，因为现场有很多雕刻师傅，随增抓住机会

虚心请教，边学变干，不知不觉间，雕刻技艺有了

很大的提升。回来后，他又在风穴寺接了一些修

缮楹联、匾额之类的活儿。

有着过硬的木雕技术，他就触类旁通，去学

习雕刻南瓜、萝卜、水果之类的造型。敢于创新的

随增说干就干，没多久，就学会用南瓜雕刻出

“老寿星”等作品。

1999 年春，随着随增的年龄增大，已不适

合干爬高上低的活儿了。他就改行应聘到酒

店，干起了食品雕刻，负责酒店的果蔬雕刻及

拼盘等工作。他曾先后在洛阳一些大酒店务

工，后来回到市区某酒店又干了很多年。工作

之余，他依旧不忘老本行，时常还帮人做些木

雕之类的杂活。

天道酬勤获殊荣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30周年，当年临汝县组

织举办了书画展。随增的木雕作品代表尚庄乡

在文化馆参展，获得了一等奖。

2013 年，河南省举办的中原六省艺术展，

随增参展的“立像观音”“关公像”两件作品获

省级优秀作品奖。

平台助力产业兴

2014 年，随增因老伴生病，便辞了工作，不

再外出打工，专职在家照顾老伴。空闲之余，他

买些笔墨纸砚在家写字、作画，自娱自乐。

2019 年，77 岁的随

增，开始接触互联网，起

初是网上购物、看点新

闻、视频教学，学点新知

识。后来尝试在网上找

商机，他下载了抖音，申

请了“一笔情缘”抖音

号，并在抖音上开始发

布作品。近年来，已发布

作品上百条，每条都有

数百人点赞，抖音粉丝

有 5000 多人。2021 年，

不服老的随增。又做起

了抖音直播。做直播并

不容易，一坐就是两个

小时，还要在直播间里

讲知识，不停地互动，对

精力、身体素质等各方

面都是一个考验。

当问起做网络直播

的初衷时，随增是这样说的：“作为非遗传承人，

在抖音平台里，不在乎卖多少东西。通过在网上

以互动、授课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木雕技

艺，让这一传统非遗能够发扬光大。”

“今年，我创作了一部 25米‘山水风景’白

描长卷，目前，已创作了一半，有望在 2025 年元

旦前完成。这也算是我的新年献礼吧！”随增老

人说此话时，满脸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