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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渊源博大的艺术品，犹如历史长河中一个个明亮的坐标，汇聚成一幅精美而不可重复的画卷，将
艺术文化的璀璨与华美展露殆尽。
它凝结着古人的智慧与汗水，诠释着当代人的痴迷与疯狂，它是中华民族物质化了的千年不改的精神
追求。
站在艺术的角度，我们翘望历史，看到的唯有今人铭记文明、传承文明的重任。
古玉的温润淳良，厚德载物；古瓷的精纹美饰，清釉脆响；奇石的千态百姿，玩味无穷；古家具的凝
重典雅，史韵款款；珠宝的千种风情，万类意蕴⋯⋯接触艺术品，鉴赏艺术品，收藏艺术品，代表着
一种生活追求，一种艺术崇敬与一种传承历史与文明的高尚品质，它鲜活雅悦，历久弥香。
虽然中国人对艺术品的偏爱自古至今延续了数千年，但形成全国性的收藏和投资热却只有三次：第一
次是北宋末年，第二次是康乾盟世，第三次是清末。
现今时间和条件的允许，已经使收藏队伍迅速平民化，伴随着拍卖会上落槌时的频频高价，第四次收
藏高潮以一种高昂的姿态降临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收藏的，在林林总总的艺术品门类中，每个人的喜好和资力虽千差万别，但有两点
却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对中国艺术品本身的热爱和对鉴赏眼力水平提高的渴望。
离开了鉴赏，收藏就会显出盲目；不依托收藏，鉴赏也会透着无奈。
《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全集·典藏版》以收藏为着眼点，以鉴赏为辅助点，由业内权威专家倾心编写
，文字翔实，体例严谨，既有专业的艺术品鉴赏鉴定知识与技巧，又有指点迷津的鉴赏指南，同时收
录了大量近年来拍卖市场的艺术品图片，图文并茂，赏心悦目，博采众长，在第一时间，从各个角度
方位，提供第一手的艺术品收藏鉴赏知识与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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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64年前在西南联大昆北教室上中国通史课，吴晗老师对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两句讲得特多。
他说这十个字，统括了从古到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司马迁说的“变”，一般是指人与事而言，我看它还含有任何时代、任何人的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
实物”的意思。
在当时，对吴老师的这番话，并没有听懂，只是感到很新鲜而已。
直到1948年秋天任职于博物院，朝夕与实物相处，井得到裴文中老师的指教：研究历史文物，既要念
书，也要“念”实物，而且念书和“念”实物是一般重要的；俨然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也就在这一刻，吴晗老师那一席话的指要，我才有所领悟，开始学着念实物了。
因为是在博物院这个小天地里，最早看到的实物，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民族学调查、工艺美术品的
搜集而得到的。
此外令我感动的，也是闻所未闻的是几位收藏家，将其钟爱珍藏的历史实物“各得其宜”化私为公的
义举，例如庐江刘氏善斋、颂斋、闽侯何氏绘图，尤其是有铭文499字的西周青铜毛公鼎，  自清道光
年间陕西吱山出土后流离辗转，险为美国商人以五万美元买走，最后多亏爱国商人陈泳仁先生以巨资
购得井奉献给国家宝藏。
这里我要大书一笔的是发生在紫砂收藏界的一桩义举：大家都知道传世名作“供春壶”，早年曾先后
藏于沈韵初、吴大激、傅权和诸家，其后就不知去向。
大约20世纪20年代，以调查研究、保管、维修宜兴名胜古迹而闻名的储南强先生在苏州“邂逅”供春
壶，有如“神物忽来”，于是便把它购回收藏。
这时有一位英国人出“两万全”要他转让，但被储翁“拒之门外”，表达了中国文物收藏家的大义凛
然不可侮的精神。
璨为可贵的是在建国后，储老将其珍藏慨然捐赠给博物院，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和研究它。
由此看来，这两位收藏家的身体力行，所取得的重要地位是不可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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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瓷器的烧制成功，始于东汉晚期。
在浙江宁波、上虞、永嘉、慈溪等地均烧成了成熟的青瓷。
这些青瓷制品胎质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釉面光洁。
此时江浙地区青瓷的器型主要有碗、盘、盏、盆、洗、钵、壶、钟、四系罐、砚、唾壶等。
装饰纹样以弦纹、水波纹、网纹、麻布纹、三角纹、方格纹和贴印铺首等较为常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仍是瓷器生产的主流，其产地以浙江地区为中心，并扩大到江西、福建、
湖南、湖北、四川和北方的河南、河北等地。
这一时期青瓷的常见器型有碗、盘、洗、碟、盆、钵、灯台、砚、香炉等日用器皿。
还有随葬用的明器，如谷仓、鸡笼、火盆、渣斗等。
此时青瓷的纹饰也有所变化，三国时主要有弦纹、水波纹、铺首及叶脉纹；西晋时多斜方格纹、联珠
纹、忍冬纹和飞禽走兽等组成的花纹带；东晋时纹饰以弦纹为主，偶见水波纹，并开始采用莲瓣纹，
褐色点彩比较盛行；南朝时由于佛教的兴盛，刻画莲瓣纹最为常见，褐色点彩则比东晋的点小而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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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艺术品收藏鉴赏全集·瓷器(典藏版)(套装上下册)》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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