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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颐和园玩儿，我们站在长廊里，朋友手指着万寿山上的建筑说：“这些瓦片
的颜色太旧了，要是鲜亮的琉璃色就好看多了。
”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想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些瓦片的灰色里蕴涵着无穷的意蕴，它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退想，
想去追溯那其中沉淀的历史，想去了解在历史中传承的文明。
这也正是我们为一次次新的考古发现所欣喜，一次次被博物馆里凝重的历史文化所震撼的原因所在。
在英国留学的一位朋友来信说，在大英博物馆里有很多中国的珍宝得到了比在国内好得多的保护。
这些珍宝大部分来源于战争掠夺和廉价购买，可它们现在被完好地保存着。
我忽然想起甘肃炳灵寺那排小巧的北魏佛龛，纤手细腰、婀娜身姿，可惜这些灵动的身体上是残缺的
脖颈，更无处寻觅他们的慈眉、慧目。
“文革”期间，家乡成片的塔林、满街的牌坊、四四方方的古城墙，在一片锤起锹落中化为成堆的瓦
砾⋯⋯看着那些毫无划痕、褪色，在国外保护得近乎完美的来自中国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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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编写这本书时，作者看到许多中外艺术品的传奇经历，看它们小小的身体在贯穿千年的时空中
跌宕飘移，看它们在宫廷民间交来换去，看它们在轮番登场的掠夺、收买者手中缩身隐匿，看它们在
石凿铁锤中面目模糊，看它们在贪婪的交易中身分异处⋯⋯所有这些都让我不得不感叹，每一件艺术
品的流传、收藏、鉴别都讲述着时代的变迁和展现出世人的艰难、不易。
民族动荡的经历，强加给了这些艺术珍品们太多的重负，使它们数百数千年的躯体已经不能承载其不
朽的精神内涵。
好在有一批鉴赏家、收藏家、文物工作者，为了这些艺术品的传承与保护努力地奋斗着，他们或倾其
所有，使国宝免于流失海外；或不惜牺牲生命，使珍贵的艺术品得以流传有序，或花数年时间使残瓦
碎片恢复千百年完整的形貌⋯⋯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和汗水，才使希腊面
向海洋的开放和迸取，古埃及宗教、王权的神秘，中华黄色土地的广博及凝重，得以生动、传神地展
现在今天。
　　《插图本趣味艺术书系：艺术品鉴赏收藏史话》搜集、整理了大量中外艺术品鉴赏收藏方面的美
谈、佳话、轶事、趣闻，或介绍艺术品鉴赏的要素和特征，或介绍艺术品收藏的背景和经过，或介绍
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和心路历程，并注重语言叙述的故事性与趣味性。
另外，随文插配60余幅中外著名艺术品的图片，图与文同时传递文化信息，使读者能够在愉悦的阅读
当中丰富知识、增广见闻，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插图本趣味艺术书系：艺术品鉴赏史话》所写的每一件艺术品，其规格、出处及现存下落等相
关数据，所涉及的收藏经历、相关年份日期都经过反复查询与校对，同时为了增加《插图本趣味艺术
书系：艺术品鉴赏史话》的可读性，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心境中，了解到每一件艺术收藏品背后所发
生的曲折离奇的经历，笔者还注重了叙述的故事性与趣味性，但仍然是以其真实经历为依据的。
　　《插图本趣味艺术书系：艺术品鉴赏史话》的编辑书写极为烦琐，看到这些零散的文字，终于变
成一篇篇各具主题的文章，那一个个挑灯伏案的不眠之夜，竞不再那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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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原村，出土了一件西周的青铜器，这就是价值连城
的稀世珍宝“毛公鼎”。
毛公鼎高53．8厘米，重34．7公斤，口很大，口径达49．7厘米，它有一个半球状的鼓鼓的肚子，两只
立着的高大的耳朵，三只兽蹄形状的足，造型端庄稳重，浑厚威严。
整件器物的表面装饰纹十分简约整洁，在凝重之中透着素朴和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别致的气息，具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而毛公鼎最为著称于世的，是它腹内铸有的那篇铭文。
铭文共有32行，497个字，是迄今古青器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稀世珍宝。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
毛公是周宣王的叔父。
那一年周宣王委托他管理国家内外事务，并让他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
同时，周宣王还一再教导他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了他一些车辆、兵丁、官服和器物。
毛公感念周宣王对他的知人善用，为了表达感谢，就铸了一个鼎，称颂周天子的美德，并将任用他的
这件事铭刻在上面，作为纪念。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文章，共有五段：第一段称颂周天子的丰功伟绩，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两
个开国君王当政时清平盛世的景况，表示了毛公自己对当朝国家不太平的忧虑和感叹；第二段记叙了
周宣王册命毛公管理家邦内外事务的事；第三段记录了周宣王授予毛公宣示王命的专门权力的事；第
四段为了赞颂周宣王的美德，记叙了周宣王如何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以善从政；第五段
记录了周宣王对毛公的诸多物质赏赐。
铭文主题是表达周宣王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一篇重要
的史料。
这篇铭文在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是一篇全文书法的典范。
铭文上的字字体结构方长庄重，线条的质感非常饱满，笔法端严圆劲，气象浑厚肃穆。
自清朝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清末大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
不读《尚书》也。
”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也有言，毛公鼎煌煌巨制，“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出土以后，在咸丰三年(1853)有一个古董商人将它收购到手，从陕西运到了北京，又将它卖给
了当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陈介祺。
陈介祺是山东潍县人，出身于大官世宦人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中了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10年时间。
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的母亲在家乡病故了，他本来就厌倦官场，于是借给母亲办丧事就辞官回了老
家。
然后他就在家乡潜心治学，不再出来当官，成了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古文学家和文物收藏家。
他一生收藏了夏、商、周三代的钟鼎、古陶，秦汉的印玺等珍贵文物数以万件，还留下了有关著作30
余种。
陈介祺用重金将毛公鼎买到手，非常钟爱，他将鼎运到故居“万印楼”的“十钟山房”内收藏，秘不
示人。
他请了墨拓的高手将毛公鼎铭文拓下来两套，让他们探讨研究。
他们也竭尽全力去考究铭文，在陈介祺59岁的时候，写出了《周毛公鼎考释》一书。
毛公鼎在陈家整整秘藏了58年之久。
光绪十年(1884)，陈介祺去世了，家境也随之败落。
宣统二年(1910)收藏了58年的毛公鼎被陈家后人卖给了直隶总督端方。
第二年端方死了，他的小妾将毛公鼎质押在天津华俄道胜银行，1926年又将它改押于北平大陆银行。
1930年，美国的一个商人愿用5万美元将它买走，大学者叶恭绰得到这个消息，赶忙设法集资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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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毛公鼎从银行中赎了出来，没有使它流于海外。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防止被日寇掠夺，毛公鼎被先后移存于香港和上海。
抗战胜利后，叶恭绰将它捐赠给了国民政府。
1948年，它被转运到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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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本书编写完了，总免不了有说上几句的冲动，就像自己的学生，终于迈出学校的大门，奔向各自的
前程时，看着他们的背影，眼前总会浮现出每一个孩子刚刚踏进教室时的一瞬间，那一张张青涩可爱
而又陌生的脸庞。
而每每此时，在人去楼空的教室里，我总会重新翻开花名册，看着每一个名字，已经是如此的熟悉与
亲切。
当一幕幕地拉近了过去与未来，便回忆起与他们一起相处的日子，想到在自己的努力下帮助他们成长
，心中总会有无比的欣慰。
本书所写的每一件艺术品，其规格、出处及现存下落等相关数据，所涉及的收藏经历、相关年份日期
都经过反复查询与校对，同时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心境中，了解到每一件艺
术收藏品背后所发生的曲折离奇的经历，笔者还注重了叙述的故事性与趣味性，但仍然是以其真实经
历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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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品鉴赏收藏史话》是插图本趣味艺术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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