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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官窑瓷收藏乐趣主要在于其投资性，而当代民窑瓷收藏除投资性之外更具文化性。

本书以作者兰十年来古陶瓷收藏的亲身经历，解开了千百年来传统收藏界古陶瓷收藏之文化密码。

《陶瓷密码》由梁志伟所著，为你打开陶瓷收藏之宝库： 《陶瓷密码》为你引领陶瓷收藏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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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志伟，1956年生于上海。
学者型古陶瓷、奇石收藏鉴赏家，上海《劳动报·文博版》资深编辑、记者，《文汇读书周报·文化
收藏版》特约主持。

1999年于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创办“文博堂古陶瓷收藏馆”。

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收藏协会副秘书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观赏石协会副会长
兼赏石文化研究会主任、上海市工会学院人文艺术系中国陶瓷史特聘教授、上海文联鉴定中心鉴定专
家。
1995年被华夏收藏家评选委员会评为“全国优秀收藏家”。

收藏专集：《古陶赏玩解密》《古瓷赏玩解密》《官窑瓷赏玩解密》《古玩淘宝解密》《杂项赏玩解
密》《收藏门》《雅玩门》《陶瓷门》《奇石门》《古木器密码》《收藏密码》《古玩密码》《陶瓷
密码》《赏石密码》《陶瓷：收藏投资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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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部中国陶瓷史如能清晰的印在脑海里，头脑里有了陶瓷史的发展脉络，陶瓷收藏者个人点评历
代古陶瓷的历史文化价值及收藏投资商业价值，就不会被人误导而发生误差。
　　再结合当代艺术品拍卖的拍卖信息，2005年7月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2.3亿元人民币成交
了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后竞拍成功者及此罐再也没有露面，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一场国
际艺术品拍卖商业大炒作。
因为以台湾收藏家为代表的华人收藏家当时举牌1.5亿元人民币，这是相对最懂得中国瓷器艺术的华人
收藏家的最高估价。
而此前，同类元青花人物纹罐在香港拍卖仅为4000万至6000万港元左右。
中国古玩书画艺术品也从来没有出现超过亿元的拍卖收藏品。
假如一件历来并不被中国文博界及传统收藏界看好看重的元青花值2.3亿元，那么中国陶瓷收藏家们梦
寐以求的宋汝窑精品，应该件件是估价超过3亿元、5亿元、8亿元、10亿元了。
因为在中国传统陶瓷界，宋汝窑器的历史文化审美评判价值，远远高于元青花器。
　　也就是说，学习收藏古陶瓷者，唯有头脑里有了中国陶瓷史这根弦，唯有对历代陶瓷器有了整体
上的正确的历史文化审美评判主见之后，我们才不会被国际艺术品拍卖界的炒家忽悠、蒙蔽、愚弄于
股掌之间。
　　中国历代陶瓷器里，哪一种器物，哪一种釉水，哪一种纹饰最精彩？
最有历史文化价值？
不是海外炒家说了算，不是以境外艺术品拍卖会为风向标，而应该由中国文博界里的古陶瓷专家，中
国古玩界里的古陶瓷收藏家制定“游戏规则”，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因为最了解、最懂得中国文化、古玩书画艺术品的当是中国人自己。
　　由此，我们再次回归文章主题：中国古陶瓷鉴定的求知起点在哪里？
　　笔者认为，应该是在整部中国古陶瓷的起源史里，从中国古陶瓷发展史的源头求知学习开始，这
是收藏赏玩古陶瓷器的必须打下的文化基本功。
　　无论你个人的兴趣爱好偏向收藏青花瓷，或五彩瓷，或粉彩瓷，或单色釉瓷；无论你大学毕业后
因经济原因，个人暂时无法介入陶瓷器的收藏，作为一种历史常识、文化修养、职业培训，也应该从
中国陶瓷史的源头开始学习。
要先学习中国古代陶瓷史、再学习中国古代青瓷史，即从商周原始，从史前陶器开始到唐三彩釉陶及
明清民国紫砂器（紫砂为陶器）等要系统求知。
即从东汉青瓷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成熟青瓷、唐五代秘色瓷、宋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瓷等系
统求学，宋以前的黑瓷、白瓷是除青釉之外的两大重要品种；最后再专题学习元明清彩瓷，重点是景
德镇窑瓷器、德化窑瓷器及宋著名民窑窑器耀州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还有北方辽金
、西夏瓷器。
至于其他南北方地方小窑、杂窑瓷器见到一种，求知探讨一种器物的窑口史。
假如有了以上这种中国古代陶瓷史求知学习的大局观你辨识古陶瓷器，就会有了高屋建瓴般的文化气
度、文化观念、文化胆识。
　　当你见到一件陶瓷器时，就像见到一颗围棋棋盘上的棋子，要先准确确定其（历史文化上的）位
置，再分析整理棋的局势，那你下这盘棋就下活了，那你鉴定某一件陶瓷器，也就会左右逢源灵活了
，纵然“打劫”也不会打“死劫”了。
　　具体举例：如你见到一件青器，先分析是著名的越窑、耀州窑、龙泉窑器，还是地方小窑、杂窑
器，如是越窑产品，可能是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器；如是龙泉窑，从器型上就可以断代，最早是北
宋、南宋的，或是元朝、明朝的，因为明末清初以后龙泉窑已衰落。
再比如有帝王款识的瓷器，从明永乐开始出现，清康熙早期十年无款，有款或也为双圈无字款识。
　　当各种瓷器器型、釉水、纹饰、款识之常识你牢牢记住，并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历代陶瓷碎片、
残损器作为标准器对照。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了标准器作为鉴定对比武器，随身携带，就像请来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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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老师，永远在教你、提醒你，你就会避免上当。
　　也许有人会问，从中国古代陶瓷史的源头开始学习古陶瓷鉴定是否太难了，要花多少时间？
搜集历代标准器还要花多少钱？
笔者的回答是：寻找到捷径，就会少走多少弯路；如在收藏界找到几位人品、学养、眼力均高水平之
人，在高人的指点下，你就相对会很快圆你自己的收藏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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