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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代散文家张岱在自己的《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
交，以其无真气也。
”转换成大白话，也就是说：没有爱好的人不能与之交往，因为这样的人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深感情，
人没有缺点不能与之交往，因为这样的人要么不是人，要么就是虚伪的人。
这个名句引起了很多收藏爱好者的共鸣。
确实，谁能没点儿爱好呢？
有爱看书的，有爱下棋的，有爱养花养鸟的，有爱养猫养狗的。
这都是爱好。
没有爱好的人忒没意思，跟这样的人没法相处。
人人都应该有爱好，我们除了工作、学习、吃饭、睡觉，还应该有点儿陶冶性情的爱好，这才是生活
。
收藏也是一种爱好，而且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爱好。
所谓收藏，就是收集而保藏。
我们的老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喜欢玩收藏了。
遇到好看的石头、骨头，他们就拿在手里、挂在脖子上，收集起来。
这些东西有什么实际用途？
没有。
纯粹是自己高兴，这就是收藏。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个收藏家。
譬如有人喜欢把小时候用过的玻璃球、弹弓什么的一直保存着，这就是收藏。
有人把朋友送的贺卡、礼物都精心保存，这也是收藏。
但是这还没有形成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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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在真诚付出之中，潜心玩味这时。
痴迷于收藏的疯狂，是一种真性情。
　　收藏中靠科学，更靠机遇。
　　本书详细介绍了收藏中触手可及的科学知识。
如何品风读韵鉴真假？
本书帮您掌眼；怎样火眼金睛淘宝贝？
本书教你捡漏。
　　收藏中不乏爱物成痴，也有骗子横行。
本书与你分享收藏中随处可见的逸闻趣事。
收藏中有什么奇人奇物？
本书陪你笑看风云，收藏中有多少骗术和诱惑？
本书帮你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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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壶的故事　　鼻烟壶的诱惑　　帮你掌眼——防赝品防受骗　五光十色说奇葩——唐三彩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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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收藏也疯狂>>

章节摘录

插图：皇命御笔落民间——圣旨，罕见的收藏这几年，电视上没少演清官戏，有关唐朝、宋朝、明朝
的古装剧也不少。
咱们时不时能听到电视里传来太监尖着嗓子喊的一句：“圣旨到，某某接旨!”那个“某某”听了就连
忙带全家老少往地上一跪，趴在地上喊：“臣某某接旨。
”紧接着，准是一句尖声细气儿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就是电视上关于圣旨的片段。
圣旨，说白了就是过去皇帝下的命令或者发表的言论。
咱们常说，过去皇上的话是金口玉言。
可当皇上的肯定不能说一句话就写成一个圣旨。
所以说，圣旨的数量其实不多，再加上年代的关系，有许多都损毁了。
这就为圣旨的升值打下了基础。
圣旨收藏的玄机在很多古装历史剧中，我们常听读圣旨的人一律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其实
是错误的。
圣旨一般分诰命和敕命。
诰命圣旨的开头一般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诰曰”，而敕命则是“奉天承运，皇帝敕曰”。
无论是“诰曰”还是“敕曰”，都不是皇上亲笔写的，而是皇上口授，大臣提笔润色。
如果是皇上亲笔写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根本就没“皇帝诏曰”这一说。
“奉天承运，皇帝诰曰”和“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这样挺合辙押韵的套话，是从元朝传下、明朝成
形的。
元朝以前，皇帝的圣旨一出来就是正文，没有什么套话。
到了元朝，大概是为了表示对长生天的尊敬，圣旨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长生天气力里、大
福荫护助里的皇帝发下圣旨”，翻译成汉语就是“上天眷命，皇帝诰（敕）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觉得圣旨这么写挺好。
但他认为“上天眷命”这个词不够谦卑，就改成“奉天承运”。
明朝的制度规定，宣诏官要在承天门上庄重地宣读圣旨，官员跪着恭听。
宣读完毕后，宣诏官要将圣旨装在盒子里，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下边的人跪接，就
好像圣旨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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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收藏也疯狂》：为收藏而痴迷是疯狂的，这疯狂让我们远离空虚、无暇痛苦，这疯狂让我们理解生
活的真谛，笑看真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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