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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悦西贤甥(我叫他“甥”，真不是想占便宜。
我跟高悦西的母亲王燕女士长期在一个出版单位工作，且一处就是二十多年。
和他的爷爷奶奶住在楼上楼下，两家都是典型的“五好家庭”。
用佛家的话说，我们大概都做到了“六和敬”)，是我眼看着长起来的。
原在我的眼中不过嘎小子尔耳。
    这两天听悦西娘说：一不留神，这孩子“成事儿”了。
    我问：成了何事儿?难道要“奉子成婚”了不成??    他娘说：他写的书不日将付梓出版。
    我说：好哇，他比韩寒小不了几岁，干嘛不能出书?但不知写的是什么⋯⋯    该书叫《玩意儿》，好
一个“玩意儿”，细细读来，颇多玩味。
不禁从中叹来，如今是“怎一个后生可畏”了得?!悦西说，他写这本书是受我写《打眼》的启发和影
响。
我说，不能够!《打眼》是我瞎写的，自曝糗事罢了。
文不达意，全无考证。
而悦西的文章，虽不敢说“字字珠玑”，但流畅中不乏老成，您大概真想象不出来“我外甥”其实是
个80后不认，90后没到的“准”80后⋯⋯并且，悦西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在语言中带着他
这个年代的“北京口音”，用他本人的话讲叫“疑似京味儿”。
    父一辈，子一辈。
要我为该书“作序”。
    我寻思，这是部写古玩的书，也只能拿我“说事儿”，正可谓：此处无朱砂，红土也为贵。
我就权且当一回“红土”。
好在悦西写的是“文化”，要是弄出一本《杜拉拉后传》来，我还真不敢“下家伙”(“杜拉拉”好像
全称叫《杜拉拉升职记》。
当是本好书，否则没有火爆的道理。
只是恕我愚钝，读不来也读不懂。
特此声明)。
    现在我们所能看见的跟古玩沾边的书，教人辨伪的居多，这是刺激大家伙往收藏大军里挤，而且是
削尖了脑袋挤，生怕赶不上“第五次收藏热”这班车，也渴望着体会一把从那些大藏家口中经常听到
的买了好东西的快感，体会了文化带给他的乐趣云云，而这种乐趣，我以前在不同场合也都说过：离
咱们老百姓远了去了!    离咱们近的也有，只是另一种感觉，就是那种被人告知千辛万苦买了瞎活之后
的悔恨和心疼，心疼什么呀，心疼自己那一笔笔交不完的“学费”。
    您各位与其还纠缠在古董收藏的是非与真假优劣的漩涡之中，弄得自己见天苦得跟什么似的，还不
如踏实下心来，读一读这些关于文玩背后的历史和故事，这种乐趣是无压力的，至少，您还能在“白
话”的字里行间感受“古董”不单单只有打眼、捡漏、升值⋯⋯还有它带给人们最重要的，也是被忽
略或者歪曲最严重的，就是历史的遗韵，还有文化的内涵。
    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这一代和我们子孙们的神圣使命
。
因为我们是华夏子孙，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因”。
    高悦西的《玩意儿》，在戏谑的口吻中对传统文化和“它们的物证”不乏见地，亦庄亦谐，堪值一
读。
    仅从这一点来说，《玩意儿》跟“杜拉拉⋯⋯”无可比性，而较《打眼》则好之远甚。
    是为——“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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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以物讲史的模式，围绕一些传世绘画作品而展开，用大众化的视角追忆它们流传的历史
，体味它们蕴含的文化，评述与它们相关的传说与典故，同读者聊一聊文玩字画的收藏及背后的那些
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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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悦西，北京人，中国非权威“白话流”文学没有家（疑似老北京之说的“白话蛋”）。

　　某原创小说网站写手，以历史小说见长。
酷爱古董文玩，但从不染指收藏，长久以来沉浸在对于中西历史文化狂热的痴迷中，提倡“现实主义
史观”，主张以现实的逻辑和常识来解读史料，质疑一切不合逻辑或违背常规的记载。
其作品京味儿浓厚而不乏时代气息；其语言辛辣犀利而不失调侃幽默；虽多颠覆言论，却亦在情理之
中；貌似通俗，又蕴含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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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马老板，对不住，我们冤枉了您
——《游春图》
第二章
双赢!史上最成功的“做局”
——《八十七神仙卷》
第三章
侦查与反侦查的结晶
——《韩熙载夜宴图》
第四章
慢着!大千同志，您捐的画有问题
——《潇湘图》
第五章
被启功先生“一棍子打死”的两幅古画
——《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
第六章
当国宝沦为抹布
——《早春图》
第七章
宿命与悲剧
——《听琴图》
第八章
一幅流动的历史
——《清明上河图》
第九章
“东北货”的故事
——《水村图》
第十章
一衣带水的企盼
——富春山居图(上篇)
第十一章
一衣带水的企盼
——富春山居图(下篇)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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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接着就说人才有多么重要，同时自己又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才，一通夸耀，说“
我打小跟一般孩子就不一样，人家玩电脑我看书，人家睡觉我锻炼身体，搞得自己现在是文武双全的
复合型人才。
论文章，可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争雄笔阵，能决胜词锋。
论武功，两军阵前，我不出手就能让敌人投降⋯⋯” 他还说自已是“横行四海，高步出群”，傲视天
下，踌躇满志。
 中途还提到了很多古人，韩信，彭越，卫青，霍去病，曹刿⋯⋯他以这些人自况，最后还提到项羽离
开了范增不行，周朝离开姜子牙不行，他就差说吴国现在离开我韩熙载不行了，估计最后一句话没好
意思说出来。
 都说诸葛亮当年心高气傲，自比管仲、乐毅，你看看韩熙载，凡是活在他前边的有能耐的他都给比了
。
 这封信还老长老长的，但是内容基本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都是自吹自擂的语言，一会儿就能给人看
烦了。
 《行止状》呈到了当时吴国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徐知诰的办公桌前，他看了几段，愣给他看得脑仁儿直
疼，心说这孙子知道“自恋”俩字儿怎么写吗？
 这哪像个求职的呀，一点姿态都没有。
 冲这也不能用他呀！
 很多年过去了，有不少也是从北方流动到南方的人，都不同程度得到了擢升与重用，就是韩熙载还跟
以前一样，吊儿郎当，我行我素，工作上进展得也不怎么顺利。
 韩熙载不愧是具有古代文人之风，别看他自视甚高，但是在别人不承认的情况下，他也不死气白咧地
求别人，大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焉”的境界！
 我有时琢磨，人的命运各有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本身各有不同。
 对同一件事，彼此可能各有各的理解，而理解不同指导着他们的行为不同，不同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
后果，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韩熙载同志本质上还是很好的，但是他的性格呀⋯⋯文人有一股牛气冲天的傲气，不愿意低头，不愿
意走弯路，小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的。
 所以领导担心他在工作岗位上那种个性的东西一上来耽误事，就不敢委他以重任。
 韩熙载自己分析是因为父亲的“前科”问题导致现在的不得志。
 其实他想错了，你爸爸在后唐干什么了跟吴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不了解领导的心态，归根结底还
是自己性格的问题！
但是他本人就死活意识不到。
 可他的命运总是要有转机的，我们等着这个转机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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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刚刚开始写《玩意儿》的初稿的时候正值收藏热热得快开锅了的时候，电视里关于收藏鉴宝一类的
节目给我的感觉就跟德军轰炸伦敦似的，一波接着一波，完全把观众给炸晕了。
在这个时期，全民呈现一种“我为文玩狂”的状态，但是每一种人表达自己的“狂”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觉得资金上不太成问题，就跃跃欲试，准备跻身于收藏大军了，并且有理由认为自己在这
一批人当中与众不同，绝不会当那些收藏战场上的炮灰——除了打眼就剩现眼的那种人；有的人可能
家里有些传家宝，想让专家估估价，注意我的说法，不是鉴定，是直接估价，摆明了我这东西准是个
真的；可能还有的人从此对文物收藏与鉴赏产生了兴趣，原来不知道，宋代五大名窑?不知道。
苏尼勃青啥玩意儿?没听说过。
后来通过了解和学习，成为了一名“文玩理论家”，“开片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蚯蚓走泥纹”、
“什么叫蟹爪纹”⋯⋯跟人家一通神侃，对不对的另说，反正都是外行。
而我表现这种“狂”的方式就是拿起笔，或者说打开电脑，新建Word文档，开始白话⋯⋯天上地下里
里外外，但凡我知道的，感觉能有的说的，就一股脑地全都纳入其中，围绕着文玩这些被人们略带戏
称地叫做“玩意儿”的古物们，结合我对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或长或短的
独立文章，按时间顺序串起来，就成了一部集子。
    《玩意儿》这个名字还真不是我起的，我的最初默认书名就叫“流传有绪”，这仅仅是个暂定名，
“玩意儿”这个词一来是泛指文玩古董，而来也可以指代我的这一系列丛书，我给它的定位实际上就
是一个比较普及化的，带有通俗和娱乐性质的轻松读物，捧在手里当个玩意儿读读，茶余饭后消遣一
二，完事儿把书一合，您该忙您的忙您的，该约客户约客户，该应饭局应饭局，也不耽误事儿。
您自要觉得通过我的文字跟您谈谈古，论论今，能有几分乐子，也能听着点文化知识，哪怕有一句话
您觉得有意义，对您有所帮助，那得嘞，我的心里就已经很满足了。
    依照我原本的计划，这一系列关于“玩意儿”的丛书分类是非常细致的，后来我发现我确实犯了一
个错误，其实我没必要搞得这样冗长，书法与绘画可以完全合一，茶具和玉器应当放在陶瓷篇之后来
讲，这样就能预先腾出篇幅来写那些我比较“瓷实”的，兴趣最浓厚的内容，比如我原计划想要推出
《玩意儿》之陶瓷篇，文玩杂项篇，古籍篇和青铜器篇，这四本要是加在一起字数估计会超过50万，
是我在选题顺序上出了点小错误。
    用一种北京人特有的“白话”形式写社科类的文章可能是有点乌龙，但是没办法，我觉得这样写最
接近我本人的说话方式，有利于我理清思路，可以一气呵成很长的段落。
但是凡事各有利弊，弊端就在于我必须用明确的资料来佐证我语言中传达出来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比如我可能随口说了一个什么事件，那么该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地点，人物，性质，我是否说对了
，毕竟大量的信息我不能全记得那么清楚，印象有深有浅、有对有错都是很正常的，就担心记忆不太
清楚的时候就大约那么一说，造成了谬种流传。
还有一点要了亲命了，我这人有点强迫症，有些东西非得反复确证，其实已经没必要了，但是一想到
我这每一句话都是对大众的，优点没被放大呢，缺点给你来一个显微镜式的放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
情况，我可能为了推敲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花费半天时间查资料，确认无误之后再往下写，就这个过程
比较痛苦，别的都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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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玩意儿》并非月亮，但更像是指月的手指，嬉笑怒骂间，已将读者引向一扇虚掩着的大门前，让你
模模糊糊、似隐似现地窥视到历史大院中的一些诱人的风物景象。
    ——朱  岩(佛教文化学者、作家)    文玩是一面，历史是另一面，作者用他新派京味的语言将之粘合
一处，《玩意儿》的尝试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在书面文字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口语表现力和
感染力上的优势。
    ——王纪仪(文玩收藏鉴赏家、中国硬笔书法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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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玩意儿:画外烟云》在戏谑的口吻中对传统文化和“它们的物证”不乏见地，亦庄亦谐，将文玩与历
史完美融合，打开以物写史新视角，与您畅聊那些叫国宝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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