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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说，不管什么肤色的人，一针扎下去都是鲜血。
可又是什么造成人类社会的千差万别呢？
这就是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文化，同时还受文化的约束，同时又在不断地创造文化。
    读书是一种优雅的活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冲动，所以能感受到一种乐趣和愉悦。
陶渊明说得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    人生万事皆易满足，唯读书终身无尽。
当阅读积累到某个高度，知识自然融会贯通，便能“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文字溜过眼，灵思妙语已在心中留。
书中风光，沿途景致，都需要自己去探索，细细品味。
    爱书之人还有了一些可爱的伙伴，它就是随藏书而兴起的藏书印、藏书票。
说来有趣，喜爱使用、欣赏、收藏藏书票的人，其对待藏书票的厚爱不亚于对待藏书的情感甚至有过
之而无不及。
    梅花带雪飞琴上，柳叶含烟人酒中。
    藏书票是一门新的边缘艺术。
它起源于欧洲，后传人中国。
藏书票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也是书籍的美化装饰，属于小版画
或微型版画，被人们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上蝴蝶”“微型艺术”。
    图0-1是欧洲以读书为主题的漫画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德国，已有500年的历史，至民国时鲁迅、郁达夫、叶浅予、林风眠等人身体力行，不
只推介给国人，而且将版画、雕刻等民族艺术融入其中，发扬光大，现在是有了很大的发展。
那是一种贴在书籍里封上的小小的装饰画，就像女士身上的耳坠与戒指，是一种情思，一种点缀，一
种审美，一种愉悦，但它却表达的是设计者的匠心妙想，藏书者的思想、感情、修养与兴趣。
    精神的高度取决于认识的高度，审美的境界取决于感悟的精神力量。
关注笔墨实践，更关注人格修炼；注重外在形式，更注重内在品质。
藏书票与美术创作同理，表面上操练的是“技”，但最终传达的却是“道”，而“道”不可触摸，无
可名状，故尔，非以毕生精力，全部才情无以理解和把握其奥义。
    图0—2是日本装饰图案藏书票。
    进入20世纪80年代，藏书票创作和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久盛不衰的新局面。
1984年3月北京成立“中国版画藏书票研究会”后，标志着中国藏书票艺术的传播和创作进人了一个新
阶段，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版画家为主的藏书票创作群体。
经李桦、杨可扬、李平凡、梁栋等著名版画家的积极倡导，中国藏书票从少数艺术家把玩的“版画珍
珠”逐步走进众人的视野，成为文化与收藏领域人们关注的对象。
    令人欣慰的是，文化素养深厚的画家们成为藏书票创作与收藏队伍的核心。
这些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社会阅历，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在美术创作理念不断创新的辐射下，
使整个藏书票创作与收藏队伍受到了很好的提携和指导，涌现了一批藏品丰富、精品纷呈的藏书票收
藏家。
    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积极开展藏书票的创作和国际交流活动。
中国成为世界藏书票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深受国际同行的瞩目。
中国版画家们继承了中国版画的优良传统，在传统题材上不断创新、开掘，创作出一大批含蓄、典雅
、富有民族特色的藏书票，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的成功，往往也能反映出社会对这个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在当今社会中，这种认同是很重要的，因为身份的认同与文化的认同，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必要条件
。
作为一个画家，这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则是品评一个人文化身份和文化含量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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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藏书票设计者、收藏者、研究者对藏书票艺术的鉴赏与研究十分执著，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并
编著出版了众多的书刊，其规模、其水准、其影响日趋提升，成果显著。
这些出版物对推动中国藏书票艺术创作与收藏交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心灵意象，寻胜探幽，启人遐思，各有会心。
    本书从中国藏书印源流、国外藏书票兴起、中国藏书票创作与收藏蓬勃发展、藏书票欣赏及趣味品
等方面，通过大量的资料和文化信息，丰富多彩的藏书票和藏书印，全面介绍藏书票的发展历程及艺
术特色。
选用1000多幅中国藏书印、中外藏书票图案。
书中所用藏书票大部分选自崔文川藏品。
本书具有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可供收藏爱好者鉴赏，美术爱好者参考。
    图0—3是中国的抗战图案藏书票。
    当今世界，潮流变迁，近利远图，此消彼长。
在这样一个模糊的时代，动极思静，静极思动，蕉窗听雨，竹风入梦。
    编撰此书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精美的中外藏书票，是中外美术史上的奇葩，她的艺术魅力感染着我们，她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我们。
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在梳理，尽量弄清藏书票设计与发展的来龙去脉，盘点历史与传统为我们留下了
什么，再从传统里找到藏书票艺术与收藏的核心价值观、审美观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趣味收藏”丛书主编林轩先生给予了热情指导。
书中参考了一些重要的专业文献资料。
我们在此向各位专家和师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存在的差错和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毅民崔文川    2011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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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藏书票》从中国藏书印源流、国外藏书票兴起、中国藏书票创作与收藏蓬勃发展、藏书票欣赏
及趣味品等方面，通过大量的资料和文化信息，丰富多彩的藏书票和藏书印，全面介绍藏书票的发展
历程及艺术特色。
《趣味藏书票》选用1000多幅中国藏书印、中外藏书票图案。
书中所用藏书票大部分选自崔文川藏品。
《趣味藏书票》具有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可供收藏爱好者鉴赏，美术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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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毅民，河北冀县人，1950年生。
已出版个人专著13部，参与写作出版专著13部。
主要有《中国集邮史话》《中国集邮走过的道路》《集邮家的足迹》《集邮家的业绩》《集邮家的情
怀》《邮海扬帆》《邮票辨伪》《中外花卉邮票》《中外生肖邮票》《趣味门券》《趣味连环画》《
中国当代十大名窑艺术》等。
现任《收藏》杂志主编，中华全国集邮联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收
藏家协会副秘书长。
 崔文川，山西定襄县芳兰村人，1967年10月生于四川成都。
自幼喜爱收藏，以中外火花，藏书票为主。
现为《艺术画刊》杂志主编，古吴轩出版社特约编辑，历年主持编辑出版书刊多种。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艺委会委员、陕西藏书票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亚洲火花学会永久会员、
《亚洲火花》杂志美术编辑，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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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中国传统的藏书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其与中国文人“尚雅”的契合上
。
朱墨璨然，使藏书增色，更具垂绪源流、印鉴作证之功能。
这种高雅的文化习俗，思接千载，一脉清流。
一、透出传统文化韵味 中国的印章，通过文字组合，在方寸之间以刀代笔，凝聚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
藏书印则将中国文字的书法美与字符义韵味结合，展现魂系藏书者之人格襟抱，迁想妙得。
 藏书印是中国人发明并发扬光大的“文房雅玩”之一。
历来藏书家无不好古敏求，多在自己的藏书上钤藏书印。
藏书印一般钤在书前或书后，多钤在目录页或扉页的右下角，以示本人对此书曾有过收藏的历史，它
的直接功用是易于分类和保管书籍。
图1—1是宋刻本《陆士龙文集》。
 藏书印五花八门。
从普通的名章，到书斋、堂名印、金石书画鉴藏印、抒情言志印，甚至类似遗嘱的垂诫子孙印，风骨
尽显，真、草、篆、隶，各体皆精。
由此发展出版本鉴定的据印考订，即通过印章真伪、印泥年代及优劣鉴别收藏源流与藏书真伪。
藏书印的鉴别已发展成版本研究的一大旁证。
图1—2是南宋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
 藏书印始于东晋，滥觞于西汉，盛于唐，兴于宋。
至明清两代图书日富，藏书日繁，更替日频。
一些知名的藏书家，每得好书，把玩珍赏之余，必钤印书上，开卷一乐。
相与流传，及至朱痕累累，藏者因此可以播名垂远，日后书亦身价百倍，使藏书印的艺术欣赏价值大
大超越实用价值。
 图1—3是元延祜七年（1320）刻本《东坡乐府二卷》。
（宋）苏轼撰。
叶辰南阜书堂刻本，黄丕烈跋。
此书为存世苏词最古、最重要的刻本。
清光绪年问，王鹏运据以刻人《四印斋所刻词》。
迭经文徵明、钱曾、季振宜、徐乾学、鲍廷博、黄丕烈、汪士钟、杨氏海源阁等名家收藏。
图1-4是元刻本《须溪先生校本韦苏州集》。
 藏书印大体上分为机构藏书印和私人藏书印两种。
机构藏书印如五代南唐的“集贤院御书印”，元代的“翰林国史院官书”，当代的“北京图书馆藏”
等。
私人藏书印如元代赵孟烦的“天水郡国书印”、“赵氏子昂”；明代项元汴的“墨林山房史籍印”，
文徵明的“玉兰堂图书记”、“停云”、“衡山”、“文徵明印”，毛晋的“毛氏藏书”、“汲古阁
藏书记”、“毛氏子晋”、“毛晋”；清代钱曾的“虞山钱遵王藏书”、“述古堂藏书记”，黄丕烈
的“士礼居藏书”、“百宋一廛”，汪士钟的“曾藏汪阆源家”、“汪士钟藏”、“艺芸精舍”，杨
以增的“宋存书室”、“东郡杨氏海源阁藏”，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良士珍藏”，刘承干的
“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臣刘承斡”，周叔驶的“周暹”，郑振铎的“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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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藏书票》讲述精美的中外藏书票，是中外美术史上的奇葩，她的艺术魅力感染着我们，她的文
化内涵吸引着我们。
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在梳理，尽量弄清藏书票设计与发展的来龙去脉，盘点历史与传统为我们留下了
什么，再从传统里找到藏书票艺术与收藏的核心价值观、审美观及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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