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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俗语云：[乱世藏黄金，盛世收古玩。
]极言古玩文物收藏与世道乱治关系之深也。
当今社会，万、万乐奏，国秦民安，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乃和谐之盛世也。
故收藏之事，水涨船高，于世人已成热门之举。
本丛书分门别类，撷取精华，计有：古籍、古家具、古陶瓷、古钱币、书画、玉器、青铜器、邮票八
种，除讲解收藏知识、鉴赏历代精品外，还教以鉴别真伪之法、介绍收藏市场前景等等，使初涉收藏
之门者能从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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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鸿彝，本名陈洪宜，男，江苏泰州人，1941年生。
1966年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班毕业，获硕士学位。
先后执教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文学系，曾任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及
《现代世界警察》杂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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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藏书家所撰[藏书目]（举例）　二  古籍版本研究参考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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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汉魏竹帛与晋唐写本　　秦汉进行的文字整合工程意义深远。
纸的发明是书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纸质写本逐步取代了简帛。
到隋唐时期，[列架三千，家藏万卷]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广大学者和书香门第的普遍追求。
敦煌藏书更是我国公众收藏的绝响。
在国家出书与收藏方面，秦汉隋唐政府都曾做过努力，但秦皇焚书、项羽纵火、董卓行凶、安禄山造
反，都曾给古籍造成毁灭性的大灾难。
　　第一节　秦代书籍的制作、收藏与毁禁　　秦代统一中国后，始皇帝曾下令收聚天下图书，召请
儒生博士与其议论。
秦政府设有专职史官，保存着包括[秦记]在内的往古史书，有一本书就叫做《大事记》。
还设有数十名博士官，分别主管着[诗]、[书]、[百家语]的收藏与研讨。
秦始皇要天下[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明令推、厂法典、狱案之类的书，比如《秦律》、《封诊式》
、《为吏之道》等书，当时就是随着秦军的推进而普及于各地的。
另外，赵高、李斯等人有新编新撰的语言文字之书如《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还有
大量的医药、卜筮、算术、种植、树艺之书如《秦律十八种》、《语书》、《大事记》，日用杂书《
日书》之类。
这些，当时国家都派有专人收藏、保管、学习、研究。
此外，秦政府特重户口、田土、兵役、劳役、房产、马牛等的登录，有所谓[十三数]之说，立项非常
、厂泛，相关籍账、簿册等文书档案资料，政府都给予认真的保存。
可见，秦代不仅有制书、藏书之规，还有藏书之实。
秦人也搞书殉笔葬，仅云梦一座秦墓中，就发掘出大批简书以及笔墨等实物，足证当年公私制书、藏
书的风气很盛，而且颇具规模。
看来，只记得秦皇焚过一批私藏的儒家经典，而忽略秦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出版成绩，是不公
道的。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籍收藏与鉴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