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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采取口述史的方法编写而成。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一般而言，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叙述”包括口述和笔述，即由访谈者以录音的形式采访当事人为主，兼顾当事人的“笔述”资料，
在此基础上由执笔者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再行加工，从而形成口述史著述。
这种著述是经历、经验层面的知识和学术研究历程与成果的综合反映。
　　口述史的两个核心和要点是记忆和诠释。
从文物鉴定来说，记忆可以理解为从事文物鉴定生涯中留下的记忆；诠释则是对鉴定文物过程的理性
叙述。
鉴于文物鉴定是一门独特的学科，编写这部书采取口述史的方法，对每位专家来说，既能体现他们从
事这项专业所遵循的普遍规律，更能体现他们自身的独特方法和视角。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把握叙述性、客观性、真实性，保持原始质朴的“口述”语言。
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则采取了口述和必要的笔述相结合方法，从而达到和保持整个篇章结构的连贯。
凭着专家丰富的经历、经验和研究成果，给读者提供更多了解文物鉴定的视角。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专家许多经验的东西往往寓于个人叙述的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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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鉴识：张慈生自述》采取口述史的方法编写而成。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
”一般而言，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
“叙述”包括口述和笔述，即由访谈者以录音的形式采访当事人为主，兼顾当事人的“笔述”资料，
在此基础上由执笔者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再行加工，从而形成口述史著述。
这种著述是经历、经验层面的知识和学术研究历程与成果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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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说的这几家金店、古玩店的估价为什么如此接近呢？
都是按质估价吗？
非也，这里有一本古玩行的生意经，“伙货”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恒利金店估价六万元未能成交时，当场在坐的有一位北京古玩珠宝客人肖某，他对古玩、珠宝都很
在行，据他看这是一批罕见的珍宝，能赚大钱，他提议伙货。
当时由他出头，给附近的十家金店、古玩店挨家送信，见到此货估价不要超过六万元，。
不论是哪家成交作为伙货，赚钱均分，结果万昌古玩店才能顺利成交。
作为十股伙货，每股送肖某跑道费三百元，肖某仅凭送信就得了三千元，这批生意的利润可想而知了
，怕上当的溥仪结果还是上了古玩行的当。
　　溥仪对这两次的卖价都不满意，后来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宝卖给法国古玩商人罗森泰六十余万元。
罗森泰经常到天津收购珍贵古玩珠宝，住在利顺德饭店，收购办公室设在基泰大楼，每次来津都在报
纸上刊登广告。
当时租界里住的一些清室王爷、贝子、军阀、政客都和他有过交往，在天津买走不少珍贵文物。
　　伙货，还有一种情况是门市或亲友介绍来卖贵重物品的，由于资本少或因鉴别能力低，首先要求
代销，如遇卖主急需用钱，就当场把大户中有资金有鉴别能力的请一位来，当面洽谈，成交后大户出
钱，卖出时得利均分。
　　同时还有以经营字画为主的昆德玉、博丛馆、东门里集墨山庄、芦庄子附近的大吉山庄、东马路
张陶古。
兼营字画的裱画铺有北门里的荣古斋，经理冯欣斋的裱画技术很高，专裱旧活，当时在天津颇有声望
，对字画鉴别也很有研究，往往经营字画的同业或字画爱好者得到一件珍贵字画都要请他揭裱一下，
以便出售或收藏。
因此他对存有珍贵字画的同业或爱好者了如指掌，一旦遇到买主，千方百计地把货搂来，成交后从中
得利。
由于他路子广，并有鉴别能力，因此买卖字画的都愿找他，当时在经营字画的同业中搞得最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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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鉴识：张慈生自述》近九十载风雨人生，见识过多少真假虚实，在他面前，你会知道什么叫书
画鉴定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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