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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纸堆中金石道，读碑赏贴话今朝。
收藏的各个阶段，故事虽不同，但各有各的精彩。
我生长在鲁中地区，山东乃文物大省、金石之乡，“齐长城里捉迷藏，金刚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
石)上晒太阳，曲阜孔庙观汉碑，嘉祥武梁看祠堂”。
这是我的儿时写照。
耳濡目染，从小时候起，镂之于金石的文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懵懂之中，它亦融入了我的血
液，成为一种兴趣，逐渐形成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
    从读书的学生时代到参加工作之后成为工人，渐渐淡化了很多孩童时期的美好梦想。
工作后作为国有重点企业的职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一切必须服从于企业生产的需要。
这是企业的要求，也成为当时我个人的奋斗目标。
    业余生活单调而乏味，使得自己的理想再次如浮云般可望而不可即，闲时读书就成了我工作之余的
一件大事。
从此，单调的业余生活不再乏味，世界名著、中国古典名著、诗歌、散文，无所不读。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种无奈之举，辛苦的工作对于年轻的我并不能叫苦，最令人苦不堪言的是，你的所
有付出却永远都得不到上司的肯定，没有成就感，亦无自我价值体现之满足感，奋斗目标与自己也渐
行渐远。
    20世纪末的十年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下岗人员再就
业、停薪留职、自谋职业等词语在各大媒体出现频率最高，而“停薪留职”则成为我人生档案里永远
铭刻的一个名词。
就在新世纪(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毅然跨出了企业的大门，离开了令周围很多人所向往
的工作岗位，用半年多的时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最后独自闯到了北京，找寻自己的志向，实现自我
价值所在。
    第一次进北京，那种豪情壮举，不亚于一场战争，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当我所乘的列车徐徐驶进北京站，列车广播里传出李双江演唱的《北京颂歌》时，使我热血沸腾，浑
身充满力量，每一根神经都是亢奋的，好似有股无比强大的力量在鼓动着我！
我还曾异想天开地想，建议铁道部在进京所有班次的列车上，都要播放这首歌曲，我想那会激励许许
多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在出站台的地下通道里，凌乱脚步声，刺耳的小贩叫卖声，一下就把我拽回到了现实的迷惘中。
大都市对我而言，是天堂还是炼狱，不得而知。
    经朋友的引荐，在北京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临时安下身来，找到一份赖以糊口的工作。
打拼了两年毫无成就感，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来，重新给自己定位，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有句话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一切从兴趣出发，我想：兴趣与职业相匹配应该是最好的就业状态。
我这样告诫自己，同时这也是一种自我修正与调整。
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下一步该去做什么，怎样去做！
我应该更多的去了解北京，了解这个自己赖以生存的大都市！
    既想抽出时间来做些市场调研，又想兼顾着一份赖以糊口的工作！
思想既矛盾又无序。
辞掉工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固然是个好的选择，但却失去了生活来源！
如果辞掉工作，就是“背水一战”的悲壮之举，这需要莫大的勇气。
但是，我做到了。
    作为大都市的北京，它的包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容纳我。
辞掉工作后半年的时间内，我了解了北京市各种大中型的市场，包括服装批发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
、花卉市场、大型商业街、古玩艺术品市场等等，或许是兴趣使然，我对古玩艺术品市场特别有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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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是全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也是历史文化名
城和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文化底蕴深厚，正是这样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都市深深地吸引着我。
虽然被它吸引着，可是短时间内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融入到这个都市当中。
    爱看书这一嗜好，还是在企业上班的时候养成的习惯，现在却开始受益了。
在调查北京的各大商业、文化市场的半年时间内，国家图书馆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看书读报，掌握自己认为有用的信息。
做读书笔记，认为对自己有启发的文章，全篇抄录。
不经意间，读到的一篇论述“未来三大投资领域”的文章，深深影响了我。
时隔若干年，细节已无从记起，但是里面的重要内容却铭记在心，其中所讲的未来三大投资领域为有
价证券、房地产、艺术品。
也就是这篇文章，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决定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品领域一显身手。
    在现在看来，文章作者的先见之明，着实令我佩服。
文章充分地分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作为，并给出指导性的建议。
作者的思想是超前的。
    对“未来投资三大领域”前二者，我是不敢染指的，但是对艺术品收藏与投资而言，或许就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这对我来讲，兴趣与爱好，在此似乎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那什么是艺术品昵？
它又包括哪些内容呢？
带着这些问题，还是去图书馆找答案，图书馆能帮我打开所有这些问号。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这一查询，也坚定了我对艺术品投资的信心。
中国书画、油画、瓷器、玉器、木器家具、文房四宝、古籍善本、金石碑帖等等，这些都是艺术品所
涉及的门类，属传统收藏。
再有就是现代收藏，那范围就更广了，有文化内涵的物品，皆可列入其中。
但是，关键要看艺术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有多大，这也决定着艺术品的价值取向。
    艺术品投资收藏的门类那么多，从何入手呢？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朝自己所熟悉的方面发展。
“金石碑帖”这一项，多少还是和我有些渊源。
但是，还是先弄明白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含义吧。
    金石碑帖是传统收藏门类中的一项，“金”：包含夏商周各代青铜彝器、历代铜镜、钱币等，凡刻
有文字的金属器物，皆可列入其中；“石”：指中国的刻石文化，凡是刻有文字或图案的石头，都包
含在内。
碑帖，就是通过一定的工艺操作流程，从带有铭文或者图案的器物上槌拓下来的拓本，或装帧成册，
或装褫成轴，便于展观。
它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也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有句话说得好：从人类开始过定居生活，收藏就开始了。
金石碑帖的收藏在宋代时，已较为普遍，而且还形成了多部研究金石碑帖的典籍，如欧阳修《集古录
跋尾》十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明代有胡文焕纂《古今碑帖
考》。
这都为后来的金石碑帖的研究，起到引导性的作用。
一直到清代乾、嘉之后，碑学大兴，所出金石学著作也渐多起来。
    现存于各大博物馆的历代名画、书法墨迹，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
韩滉《五牛图》、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宋
米芾《苕溪诗帖》、《蜀素帖》等，如果没有历代人士的精心收藏，今人早已不得而见了。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地大物博，这句话在收藏界的体味是最为深刻的。
在当代，收藏队伍在逐渐的发展壮大，本《收藏的故事》的写作期间，世界性的次贷危机发生了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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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对中国传统收藏品的影响并不大，这也说明了传统收藏品的保值和增值功能，具有稳健性。
我也是这支收藏大军中的一卒，十余年间，陆续收进了一些金石碑帖，并整理展出过多次。
其中有酸楚、有悸动、亦有欣慰，得此撰写《收藏的故事》之机会，倾注于笔端，在注重故事性、趣
味性、知识性的同时，亦融哲理性在其中。
古玩艺术品从业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人生价值观的体现、对知识的渴求、对文
物的认识、对金钱的态度，以及独特的交往方式，都有涉及，在茶余饭后，读者略作聊资，我即为欣
慰。
因才疏学浅，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收藏同好、诸位师友予以厘正，我不胜感激。
    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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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很好的碑帖收藏的书籍。

《碑帖的收藏故事》具有通俗性、普及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由于作者的人生阅历、年龄、性格、收藏碑帖专长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作者将相关的文物知识融入了
收藏碑帖实践，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目前的民间收藏碑帖状况。
初涉收藏碑帖的朋友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学习、借鉴作者的成功经验，并循序渐进地
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收藏碑帖门类和收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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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 天津沈阳道 （一）寻帖之路 话说2002年的那个夏天，骄阳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灼晒，略显阴沉的天气，让人感觉闷热难耐。
由北京驶来的汽车，停在了天津火车站广场，从开着空调的车厢内走出来，顿感像进了蒸笼一般，热
浪袭满全身，稍稍定定神，思忖着，决定还是步行到沈阳道古物市场。
开支能省则省，尽量压缩不必要的支出。
步出广场，穿过解放桥，过海河，三转五拐，来到山东路，山东路与沈阳道是纵横十字相交的，也是
天津市古物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天津的道路正南正北的很少，蜿蜒的海河贯穿整个天津市城区，人们把大致与海河相平行的称谓路，
而与海河相垂直的称谓道。
如果把这些道和路看做是经纬线的话，路与经线分布走向较一致，道与纬线分布走向较一致。
就大概的方位来讲，东、西向为"道"，南、北向称"路"。
 从天津市火车站前广场到沈阳道古物市场，这条路我是太熟悉了。
弯路，在以往来天津时已经走过！
虽然从什么路到什么道说不清楚，在实际的行走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沈阳道古物市场。
 市场并没有因为天气的闷热而减少人气，摊位亦多，顾客如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条道怎么这么窄
啊？
人头攒动，每一位顾客的眼睛，都在狂扫脚下每一个摊位的每件物品。
凭借自己的眼力，没准儿，流落在民间的清三代青花玉壶春瓶就被你捡漏在手（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超
值的物品叫做捡漏），或者是在故纸堆里，挑出几册宋版线装书，没准儿还是蝴蝶装（这种装帧的书
籍，打开来版口居中、书页朝左、右两边展开，有如蝴蝶展翅，故名蝴蝶装）。
如果你是真的捡漏了，用当今最时髦的话说，那叫"简直直接改善你的经济状况了！
" 这样的捡漏故事，在收藏界并不鲜见，特别是在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并不完善，电视、报纸、杂志
等对艺术品市场不太关注的时候，拎着手电筒逛鬼市（说起"鬼市"还要追溯到清末民初，当时国运衰
落，许多达官显贵家道中落，便偷拿了家中的古玩站街变卖。
毕竟这是件有失身份的事，只能选在凌晨三四点打着灯笼交易，时间久了就形成一个星夜而聚、天明
而散的古物交易市场），这种事情出现的频率最高。
正因为如此，才有这项严寒、冒酷暑，逛古玩市场的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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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从接稿到完成，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写作以个人的收藏阅历为线索、内容又是以故事形式出现，
因此写作进度较快。
根据《收藏的故事》的总体写作要求，接稿后很快就完成了“写作纲要”和样稿，并得到了约稿人的
认可，予以通过。
    在写作本书的2009年下半年期间，我所关注的一些大事件：    6月17日，与约稿人签署协议书，确定
撰写《碑贴的收藏故事》；    8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指数创新高；    9月17日
，我的宝贝女儿，过了两周岁的生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    10月22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三季度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没有悬念(是在全球发生次
贷危机的背景下)；    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板；    11月11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
马于11月16日访华；    11月24日，北京保利2009年秋季拍卖会结束，总成交15．78亿元，创造内地拍卖
史单场成交额的新纪录；    12月1日，CCTV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探秘仿古文物专业村》；  
 12月17日，《碑贴的收藏故事》交稿。
    这些看似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事件，实际它们都在影响着我的笔端。
    本书注重故事的趣味性、知识性的同时，亦求融哲理性于其中。
收藏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个人的收藏价值观将如何体现?对专业知识的渴求，以
及对文物及金钱的态度等，文章以稚嫩的笔触尝试着解读，期望能与读者一起，得出些启示，从中能
获得一些知识，做为友人雅集之谈资，我也就欣慰了。
    部分段落曾散见于期刊报纸，在此亦有所引用。
    写作期间，承蒙王钧先生、刘大新先生、卜希砀先生、韩锐先生、李俊先生、王晓侠女士、史秀文
先生、谢宗航先生、陈光铭先生及收藏圈的诸位朋友，予以支持与鼓励，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此书成书期间，我的宝贝女儿李臻泰过了两周岁生日，在此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写作的理解与
支持，爱妻在工作之余，亦帮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有了家人的鼎力支持，掘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正是：    晨曦跋山去学堂，岁过而立不彷徨。
    观山读水华发生，真金终究不是钢。
    乾堂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碑帖的收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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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