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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世襄自选集《锦灰堆》一、二卷收集了他80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计105篇，编为：家具、漆器
、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注、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共有线图234幅，黑白图424幅，彩图255幅。
第三卷选收王世襄历年所作的诗词120首，由他和夫人袁荃猷手书影印。
　　《锦灰堆》一二卷收集了作者在80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计105篇，第三卷则以手书影印的形
式选收了王世襄历年所作的诗词120首。
全书计有线图234幅，黑白图424幅，彩图255幅，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爱不释手。
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其所收的105篇文章分为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
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其涉及面之广，在个人的自选集类书籍中极为罕见，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兴趣之博杂，积累之用心。
如果说，对于古代家具，特别是明代家具，以及书画之类的详细讨论还是可在传统的文物类书籍中时
常见到的话，那么，对于竹刻的把握可能就是更有该书作者之特色的了。
而对于像葫芦、鸽哨这类小玩艺的长篇讨论，恐怕更非常人所能设想厂。
此书既可以作为收藏发烧友的手册，又可使普通读者增长见闻，或作别致的艺术品来“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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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世襄，号畅安，一九一四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
小学、中学在北京美国学校读书，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清理战
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故宫博物院文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锦灰堆>>

书籍目录

作者序手稿 《石渠宝笈》书影 《吴越所见书画录》书影 大树图解说 大树图歌 王世襄、袁荃猷合影 总
目录 壹卷 　壹卷目录 　家具 　髹漆 　竹刻　工艺　则例　书画　彩色图版贰卷 　贰卷目录 　雕塑 
　乐舞 　忆往　游艺　饮食　杂稿　彩色图版　（王世襄著作目录）叁卷 　畅安吟哦 　畅安吟哦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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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插图2插图3后记    集中篇章绝大多数曾发表过，不由得让我想念海内外公私机构，师友同道为我
提供珍贵的实物，文献及口头材料。
刊出的拓片多数为傅大先生手拓。
傅老谢世后，又蒙克传家学的万里同志继续传拓。
为我拍摄照片的同志更多，芳名已列在版权页上。
此外还有不知摄者姓名的照片亦被采用。
苗子兄的隶书题签和类别题字，尤为拙集增色。
    对上面述及的各位，谨表衷心的感谢。
    拙集由于种种原因，出版延误，谨向关心此书的读者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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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选集《锦灰堆》三联书店同意出版，并表示尽可能印得好一些的美意，为此我一直怀有承蒙不弃的
感谢之情。
宁成春先生实在太忙，忙得我都替他发愁，而交稿不久就为全书作了整体设计，后来还是在他的指导
下，多方面改进提高，才达到了现在的规模。
在具体制作上，操心出力最多的是崔建华同志，不惮辛劳、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感动。
封面装帧出自罗洪同志之手，也耗用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由于版面的一再更改，担任照排的吴惠芹、薛宇同志所付出的劳动都比制作一般图书要多。
集中篇章绝大多数曾发表过，不由得让我想念海内外公私机构、师友同道为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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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世襄简介　　著有《中国画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髹饰物》、《竹刻艺术》
、《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
牙角器》、《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高山竹谱》、《故宫博物院藏雕漆》、《锦灰堆》等30余本著
作。
　　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
王奖最高荣誉奖”，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有王世襄，
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王世襄先生表示他获得的10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将全部捐赠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建立
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2003 年 12 月 3 日 ，荷兰王子约翰 ? 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 89 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 2003 年 “ 
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 ” ，他获得此奖项的原因在于，他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如果没
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
 作为荷兰享有极高声望的文化奖项， “ 克劳斯亲王奖 ” 在世界文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其中最高荣誉奖１人，荣誉奖１０人。
此前，我国的崔健、吴良镛曾获得 “ 克劳斯亲王荣誉奖 ” ，而 “ 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 ” 是中国
人第一次获得。
 　　王世襄 先生将他获得的 10 万欧元奖金（约合百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希望工程，用于
建立一所 “ 中荷友好小学 ” 。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１９１４年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
 王世襄 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特别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奠定了该学科
的研究基础，把明式家具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著有《中国画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髹饰物》、《竹刻艺术》、《明式家具珍
赏》、《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
国古代音乐书目》、《高山竹谱》、《故宫博物院藏雕漆》、《锦灰堆》等 30 余本著作。
理解艺术、探究艺术的门径 ---《锦灰堆》王毅     王世襄先生的自选集《锦灰堆》第一、第二卷收录了
他在８０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著述，共计１０５篇，这些文字在本选集中依所述内容分为：家具、漆
器、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一共十二类。
第三卷则选收了作者历年所做诗词１２０首，由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手书影印。
作为上述文字内容的重要参照和说明，全书共附线图２３４幅、黑白照片４２４幅、彩色照片２５５
幅。
作者在全书扉页上写有此书名为《锦灰堆》的缘由：    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见《石
渠宝笈初编》、《吴越所见书画录》），所图乃螯钤、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等物，皆食馀
剥剩，无用当弃者。
窃念历年拙作，琐屑芜杂，与之差似，因以《锦灰堆》名吾集。
    这虽是深自谦冲之语，但作者之格调不凡，于一器一迹皆求其踪迹脉络的风格亦可由此窥见。
    与以考古地层学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颇为不同，中国传统的“文玩学”与士人阶层的生活艺术具有
非常密切的联系，它甚至就是当时文化阶层丰富深厚生活艺术的组成部分。
这一传统从士人文化艺术昌明的晋代开始，经两宋的繁荣一直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一千余年间，其
基本的格局和趣味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此以往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文房中的文物）一般被称为“古董”“骨董”“古玩”“文玩”等等，
其为人们矜赏耽玩的，是一器一物之间所包含的丰厚广博的文化内蕴、以及中国士人特有的文化趣味
和审美情调，这种审美精神又通过唐宋以来众多的文玩学著作（诸如《历代名画记》、《金石录》、
《洞天清录》、《云烟过眼录》、《格古要论》、《遵生八牋》、《闲情偶寄》等等）的总结归纳、
陶冶积淀，而格调愈加精饬深湛、富于书卷气，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由于优越的家庭文化传统和氛围，《锦灰堆》的作者自幼就有机会对各种门类的文物古玩乃至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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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饮食、游艺等相关的生活艺术浸淫揣摩，并且与许多前辈学者和各路的“玩家”多年切磋研求
，为日后专门从事文物和古典艺术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种背景和积累当然对于作者终生的研究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决定的影响，所以在《锦灰堆》中，
读者透过作者广博严谨的研究过程和对诸多器物的考证，随时可以感受到作为本书灵魂的那种艺术的
“趣味”，即使在十分细微之处也莫不如此。
比如作者记述了他与一位在波士顿美术馆中结识的俄裔文物专家之间，曾有一场关于中式冷碟与俄式
小菜风味优劣的争论，而这场争论在当初未分高下的三十多年之后，又以作者在家中用自制的中式冷
碟招待了那位来访的故人之后，才有了结论：    ⋯⋯时届冬令，我做了南味的稣鱼和羊糕，福州的炸
油菜松和冬菇冒笋，北京的炒素菜丝和仿虾米居的野兔脯，浙江的糟鸡，南北都有的糖醋辣白菜墩和
酱瓜炒山鸡丁等。
这一下他就服了。
他承认中国冷碟有荤有素，原料用得宽，色、香、味变化大。
尤其是素菜不仅特别好吃，还合乎卫生要求。
俄国小吃充实而浓厚，但缺少淡雅隽永之品，相形之下，就显得粗了一点，这在中国的山水画和俄国
的古典的重彩油画之间也能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差距。
（《从冷碟的争论说起》，７０７页）    从看似最微末的几盘冷碟小菜，而引出对中国艺术“淡雅隽
永之品”、乃至中西绘画风格歧异原因的理解，这不仅使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有了生动的把握，
而且更道出了中国文化艺术之间相互关联衬托、而又统一和谐的审美品味，这种闲处起手却又能将议
题大大拓展深化的论说，当然显示出本书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体系及其内在精神的深切体味。
    从本书的记述中，读者还不难了解到成就昔日一代学者的文化环境与精神情趣，比如记述著名新诗
诗人和上古史、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又与本书作者一样，以对明代家具、漆器、竹
刻、版画等的古典艺术嗜爱作为自己生命最终的归宿：    ⋯⋯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
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
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
为梦家所得。
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
，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怀念梦家》，５７０—５７１页）    通过《锦灰堆》中许多这样的文字，读者不仅可以真切地了
解到收藏家对文物上下而求索之过程的趣味和艰辛，而且更可以窥见那一代学者深厚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并对他们极富艺术品味的生活情调萦怀遐思。
    当然，除了对于传统“文玩学”的终生沉潜耽玩以外，《锦灰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对这一传统
的升华和超越。
这表现在作者以现代学识（比如作者接受现代教育的背景、英文娴熟和在美国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为
基础而具有的探索眼光、以及为开拓文物研究事业新的领域而付出的巨大精力和取得的丰硕成绩。
其中最突出的，当数对明式家具和中国漆器艺术、特别是对其制造工艺的悉心研究。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对工艺技术的轻视，缺乏文化能力的技工匠人们又很难写下专门著述以记述自己
的心得，因此诸如明式家具和漆器等等工艺性很强的艺术，虽然曾经达到极高的水准并在世界艺术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以往却极少有剖析其风格特征、工艺技巧、制式传承等方面著作传世，于
是使这些艺术的真谛和要诀日渐湮灭无闻，近世以来虽有西方学者倡导对明式家具艺术的珍藏和研究
，但终因为文化的差异、见闻囿限、特别是少有机会亲手剖析了解其复杂具体的制造工艺，因而难以
全面展示这些艺术门类在美学境界和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
比较之下，《锦灰堆》则显出登堂入室的气派，比如书中既有详细分析明式家具之艺术品貌的《明式
家具的“品”与“病”》、《明式家具概述》等文，又有分毫析厘地一一展示家具之具体结构工艺的
专门研究。
例如在《明式家具的结构》一文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明式家具构建的（各种板材、横竖材、直材、弯
材等等）的结合拼装方式、家具腿足与家具上下部构建各自的组合方式、各式榫卯牙条的功能和结构
等等十分复杂的技术手法，并附有大量准确的工艺图样以助说明，由此而使从大到小各种类型明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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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理路和内蕴，纤微不遗地坦露在读者面前。
    特别是，如此倾注数十年功力的研究能够在某一种艺术门类中完成，已经是戛戛其难，但唯独作者
能够在漆器、造像、竹刻等众多方面，都一如其对待家具艺术一样，一一详细探究其工艺手法和风格
源流。
今天，记述王世襄先生数十年心得的这些文字一并汇编在《锦灰堆》一书中，这不仅令人对他这些丰
富的成就叹为观止，而且更为世人指示了如何理解艺术、探究艺术的门径。
玩物成家 王世襄先生于《锦灰堆》谭宗远　　人的一生能做多少事？
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
有的人终其一生可以不做事，吃饱了混天黑，浑浑噩噩一辈子。
也有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甚至大成就，名重一时。
但像王世襄先生这样的人，不夸张他说可谓世所希有。
　　他在许多领域均有建树，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又是名副其实的杂家。
　　他会什么？
我一时也说不全。
笼统地说，老北京五行八作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有一次闲说话，无意说起话剧《天下第一楼》。
他对妓女被带进饭馆居住这一情节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乃东家所不许，行业所不容，故完全不可能, 
纯属胡编。
他还顺带指出某些名家的京味小说写得"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他心存厚道，没有把这些写出来发表罢了。
　　王先生家中累代为官，书香远播，他自幼受耳提面命，亦通晓文史辞赋，音乐书画，说得一口纯
正的英语，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然先生始终心有旁骛，只恋一个"玩"字。
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
具等。
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
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功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
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贫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
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
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
随"家"而来的是他的几十部著作，如《中国画论研究》（未刊）、《中国古代音乐书目》、《髹饰录
解说》、《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说葫芦》、《蟋
蟀谱集成》，多为煌煌巨册，亦全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作，熔铸了他几十年的心血。
　　数年前，王世襄先生把他的文章选了一下，编成一本书，起名《锦灰堆》，交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
不知何故，书出版时已经又过了好些年。
接到样书的一刻，我想王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一定有松了口气的感觉（袁先生为本书出力甚多，详
见王先生撰写的后记）；而喜欢这书的朋友，眼睛也会为之一亮，毫不犹豫地掏钱把书抱回家。
 　　这是本精美而又奇特的书。
　　　　精美：全书共分三卷，20开见方的本子，封面以清刻本《吴越所见书画录》书影和织锦纹样
作底，暗黄色，古朴大方。
王先生手书书名赫然印在上面，十分悦目。
书内正文分为两栏，版心不大，正文与书口间留白很多，十分舒朗（第三卷诗词卷又有不同，竖版，
影印他们夫妇的手迹，天地很宽，有线装书味道）。
书内除附大量插图外（其中二百多幅精细的线图均出自袁荃猷先生之手），还附有许多彩色图版。
整部书浑然一体，令人爱不忍释。
 　　奇特：这一点无须多说，大到明式家具，小到秋虫冬虫，举凡跟工艺、美术、吃的、玩的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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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谈，而且不做泛泛之言，不强不知以为知，内容绝对扎实可靠，包括家具、漆器、竹刻、工
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词十三类，读来如入宝山，获益多多。
《锦灰堆》的名字出自"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王先生以《锦灰堆》 　　名此集，带
有自谦的成分。
　　要评价王先生这本书，非我能力所及。
其中许多东西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东西根本不懂，就是想谈也无从谈起。
我是从文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读这本书的。
因而家具、漆器、工艺、则例等方面的文章就跳了过去，把兴趣注入到忆往、游艺、饮食、杂稿、诗
词上了。
这种读法当然不可取，但后面的这些文章确实更显示了他的真性情。
　　在《怀念梦家》中，王先生讲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件事。
那是他和陈梦家先生作邻居的时候，有一天深夜，他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
因园丁熟睡无人应门，他们便拼命打门，声音嘈杂，最后只好跳墙而入，把陈先生夫妇吓坏了，以为
来了强盗。
这事颇能说明青年王世襄身上有股虎气，这"气"用在玩上，必是玩得"昏天黑地"；用在干正事上，也必
有所成，"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在玩和干正事上都很出色。
　　且看他玩。
《北京鸽哨》、《秋虫篇》、《冬虫篇》、《獾狗篇》、《大鹰篇》集中描述了他的玩，那真是痴迷
到了极点。
为了逮蛐蛐。
他能绝早出城，顶着太阳满头大汗地在草棵里寻摸，或深一脚浅一脚在野地里摸黑转悠，得到只好虫
便欣喜若狂。
为养蛐蛐，他肯一罐一罐地给蛐蛐打扫卫生、换水、喂食，一干半天，伺候上百罐蛐蛐而不烦。
他还写诗，异想天开地想变成蛐蛐，在蛐蛐罐里住几天（诗曰：万礼张盆碧玉池，鹦哥过笼庇雄雌。
缩身恨乏壶公术，容我悠然住几时）。
熬鹰更如此，吃过晚饭，右臂戴"套袖"，把鹰一架就出门了，从朝阳门溜溜达达走到前门五牌楼，跟
几位同好聊到夜静人稀才分手。
然后填填肚子奔西城，踩着落叶，专挑远道，来到一家夜茶馆，又是通海聊。
然后又出发，到德胜门晓市，直到日上柳梢才交班回家，在外头整逛荡一宿。
文革中大家都在与人斗，他也未忘了玩，秋分、霜降晴朗时，常在山中捉蝈蝈，以此排扰。
这几篇写于暮年的文章，感情仍很浓烈，文笔极佳，叙述颇详，并且保留了像《相狗经》这样珍贵的
资料，很有文献价值。
 　　再看他干正事。
只举一篇《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为例。
这是王先生生平最值得骄做的一段经历。
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成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成员，由重庆赴平津区办事处工作。
在以后的两年中，他参与了许多重要活动，没收了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收购了郭葆昌的
一批藏瓷；追还了美少尉非法接受的日人瓷器；帮助抢救了一批自宋至情的丝绣；接收了溥仪存在天
津张园的一批珍贵文物；接收了海关移交来的德商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使这些东西（多国宝）或免
干外流，或免于毁坏，或免干散失。
为保护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还赴日本办理过追偿善本书的工作。
这些足以说明王先生关键时刻堪当大任，远非一"玩家"所能了得。
　　还是袁荃猷先生的《大树图》真切说出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这是张刻纸作品，一棵大树，圆形的树冠，分十五项把王先生一生所爱刻在上头，昭示了他一生的追
求。
袁先生还逐项做了说明，其第四条云："范匏工艺在解放后濒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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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襄《谈匏器》、《说葫芦》的问世，救活了我国这一独有的传统工艺，现在已有不少人从事生产了
。
"使我知道原来套模子生长的葫芦器能够复苏于今日，乃王先生之力。
以后从别人口中还得知，王先生谈明式家具的几本著作，使一些厂家找到了津梁，生产出了好家具，
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
    　大玩家王世襄，此说由来久矣。
了解了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自会得出结论：此说并不全面。
他玩过，玩得比一般人花样多，比一般人蝎虎，比一般人精到，以致大学老师也拿他没办法。
但他不是一味光知道傻玩，该用功时他也能埋头读书。
要不他的字、他的诗词、英语那么好就无法解释（他一生得益于这三方面的地方颇多）。
事情还远不止此，最可贵的是他能留心玩的学问，广泛结交有一技之长的玩友，真正做到用心钻研，
虚心请教，并且广泛搜集资料，或一篇篇、一本本形诸文字，或把某一专题的资料辑录起来，配以图
片（包括袁先生精心绘制的图样），为人们留下可资追慕的旧日生活图景，确实功不可没。
 　　过去在一般人眼里，架鹰走狗斗蛐蛐是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所为，经王先生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
和总结，这些东西马上升格，一变而成为了文化。
而且不仅老百姓承认这是文化，大知识分子读了也乖乖承认这是文化，这是很了不起的。
王先生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恐怕只有他们夫妇二人最清楚。
这种耗费，值得。
　　难怪黄苗子先生称赞他"玩物成家古所无"，启功先生也说他"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曾丧志而
立志"。
所谓大玩家的说法，看来只有淘汰不用了。
　　王先生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与思想解放，政治清明的时代当然也有极大关系。
倘若倒退二十几年，整个中国都在阶级斗争的狂涛中沉浮，养猫养狗养花在许多地方尚且通不过，被
斥为"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何况提笼架鸟玩鸽哨？
这样的文章即使写了，也只好"藏之深山"，根本不可能发表。
王先生老了，赶上了好年头，得以充分发挥余热，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是王先生之幸，也是我们这些
读者之幸。
　　我认识王先生时间不长，最初的印象是衣着极随便，为人极朴实，谈吐极随和，像大街上随处可
见的心广体胖的大师傅，绝想不到他是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现在他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此。
我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讨厌那种油头粉面酸文假醋的文人，因而王先生给我的印象一直很好。
　　前几天我去看望王先生，因为正在看即将出版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的校样，他谈了许多跟
鸽子有关的话题。
他说一年前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晨曲，画面上有升国旗的庄严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这只鸽
鸡头长喙，长相很丑，一看而知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
每逢这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儿觉得有损自尊心，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好鸽子吗？
我国有信鸽协会，却没有观赏鸽协会，这是个缺欠。
我国鸽种很多，光北京就有六十多种，黑点子、紫点子、老虎帽、灰玉翅、黑玉翅、紫玉翅、铁翅鸟
、铜翅鸟、斑点灰、勾眼灰⋯⋯数不胜数。
这些品种都是前人辛勤培育的，我们如果不重视，很可能绝种。
他希望我们重视观赏鸽的培养。
为此他给各省市园林局广场鸽管理处写了封公开信，呼吁此事，期望会得到积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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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3卷)在今天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光说书名，雅是雅得紧了，不明白的人可不在少数。
王世襄老先生倒是有所说明的，照录如下："元钱舜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所图乃螯钤、虾尾、
鸡翎、蚌壳、笋箨、莲房等物，皆食余剥剩，无用当弃者。
窃念历年拙作，琐屑芜杂，与之差似，因以《锦灰堆》名吾集。
"不过，这话说了也跟没说一样。
这年头还有人这样说话，不被没良心的小孩当成疯子才怪。
王世襄老先生可不是疯子，他给自己下的定语是"玩家"，取玩物丧志之意。
但看看他都玩了些什么吧：书画、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烹饪等等，这种东西叫
文人趣味，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远了。
但这种刻意为之的风雅显然是大有市场的。
有同好的老一辈人固然会引之为绝响，正在为营造格调而头疼的新一辈人显然从中发现了现实的指导
意义。
又可以当收藏指南使用，摆在家里，也比以前时兴的那些精装书有品味多了。
所以，这套书一再加印，总销量已逾万册以上，既意外，也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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