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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93年入行，我逐渐感觉到收藏是一个修炼心性的所在。
其中，占有的欲望，玩赏的期待，或思接千古，与古人游，或以古物格物致知，体悟文化，皆无不可
。
得与失，名与利，学问与虚名，随时在进行心灵的搏杀。
直至最后物我两忘，破壁而去。
这是我的收藏理想。
因为在如此变幻的人生之中，有一种情感叫收藏，他让你飘忽的心绪安顿下来，他是你人生的解语鸟
与生命寂寞感的伴侣。
他的存在，让你在忙乱的谋生旅途中，感到踏实。
    没有人不想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被人尊重，留下不可取代的价值，且价值得到集体的认可。
收藏界也是如此。
新一代藏家被我们所推崇，其意义也在如此。
就花钱本身来说，我浸淫其间十几年，倾注了太多的感情，结识了很好的朋友，学到了值得珍惜的知
识，首先要感谢网络的作用。
就我们这些收藏者而言，网络的最大价值，就是使一群真心喜欢、不懈探索而获得了真知灼见的收藏
群体，获得了在论资排辈的传统社会中不可能获得的社会承认，虽然这种承认还有其“虚拟”属性。
    传统媒介由于自身专业知识的局限，更愿意对接专业身份，而无法考量具体人的真实分量，在那样
的时代，富有藏品、具备丰富实战经验、有实在见解缺乏专业身份光环的人们，无法使自己的成果面
对公众进行更大化分享。
如今，故宫出版社，打通专业身份与真才实学的隔阂，连接虚拟世界与大众传播的纽带，使得大量的
收藏知识、心得能与更多人分享，实在是高瞻远瞩，功莫大焉。
    由于自忖本书并非花钱总动员，所以在选用插图时，一方面基本保存了本人收藏的旧貌，也以此与
曾经的花钱收藏岁月作一个小结，同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让更多藏家的珍藏一一亮相，而只是在小范
围内让一些会熟练使用网络的朋友帮忙提供了一些图片。
在此，我要感谢破铜兄、郑轶伟兄、木鱼兄、刘源兄，学思堂兄、齐庚兄、钱广兄、石宏斌兄、杨飞(
女)、布衣泉友兄、杨兵兄、清者自清兄、宋捷兄、滴水泉兄(排名不分先后)，不吝提供精彩的藏品图
。
在下才疏学浅，冒昧着笔收藏范畴，讹误与谬论难免，也望方家与读者指正。
本书但能以一丝闪光给大家以启发，吾无憾矣。
    赵阳(老赵)    2009年于江南育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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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藏的故事：花钱的收藏故事》既有作者成功时的快乐，又有作者遭遇挫折时的苦恼；流露出
作者对花钱品、收藏花钱品格和心态，在当今赝品横行的收藏环境下，应如何迅速地掌握基本的花钱
收藏技巧，如何购藏花钱，如何尽快提高自己的鉴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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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王教授的花钱六问 六 逻辑沙盘推演：信仰迁移与花钱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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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 摇摇欲坠的花钱“纯洁性”问题还没完，就算厘清了三珠钗与马刷子，也并不
能维护花钱的“纯洁性”，剩余的“花钱”们就能保持纯洁了吗？
显然未必，所谓纯洁性，无非是说，这些物件，既非行用钱，也非其他明确的日常功能物件，是纯粹
的戏作，那么符合这样的纯洁性条件的物件有多少呢？
其边界又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花钱的分类与功能，可涵盖厌胜(厌伏其人，咒诅取胜)、佩饰、玩赏、游戏、撒帐、洗儿
、吉庆、卜卦、殉葬、赏赐、凭信、镇库、纪念、祝寿、挂灯、上梁、系包包袱、镇水、性教育等方
面。
看官，这些“花钱”，有的是冥葬工具，有的是延命符牌，有的是古代棋子，有的是行酒筹码，有的
是帮会信物，有的是宫灯挂坠，在花钱这个“机构”成立之前，他们大多都是有自己的“就职单位”
的，只是现在都兼了“花钱”的第二职业而已。
没有生下来就为“花钱”这个目标而制作的“物件”，除非各类善意或恶意的臆造、戏作及仿造品们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珠钗也好，马刷子也好，这样的发簪功能、马具功能并不是阻挠他们加入“花钱
”俱乐部的必然障碍，而是说，其不具备圆形钱型等外在条件，使得他们进入“花钱”系统缺乏了必
要性，但是这点也不是科学的，非钱形的“花钱”多了去了。
问题是，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条件约束限制，花钱队伍真的要无穷扩军而最终无所指向了。
假设承认花钱从整体上说是第二性的物件(即各自本有属性与功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其外延加
以约束，这个外延，大致分为钱形(主要是圆形方孔系统)、非行用、佩挂、铜质四大属性，这四大属
性，并不是四个必要条件，而只是四个参照系数，花钱判断依据的模糊程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不同的历史阶段，花钱的工具性与游戏性有不同的阶段性侧重。
中古之前，以压胜为代表的花钱，多有明确认真的宗教作用；中古之时，从娱神到娱人的转折阶段，
大家在信奉神灵的时候不免带了点半真半假，这个时候，玩耍的成分已经逐渐起步：到了清代，除了
上梁、冥葬、帮会凭信等少数类别外，花钱多多少少都带有轻松玩耍的气质，即使花钱上面写有“连
中三元”、“五子登科”，也不能断定这个就一定是秀才考试的专用“护身符”，也许丫髻蒙童就已
经开始佩带这种挂件了，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美好祝愿而已，比如，现在的出租车上挂个带领袖
头像的平安牌，我们相信，这个即使是美好祝愿，也是有具体功用的，但是在瓷杯上有“中华腾飞”
四字，我们不妨称它为美好祝愿，或时代口号。
美国郑轶伟博士(网名1508，简称8哥，复兴致远收藏网“文玩清供”斑竹)曾主张收藏要尊重传统，虽
然这个传统多少在逻辑上有欠严谨，但是这种荒谬已经成了我们收藏传统的一部分，并且也成功地阻
碍了我们对花钱大家庭进行彻底的正本清源。
四 花钱的出身隔壁的叔叔问：“你爸爸呢？
”小孩子：“不知道是谁。
”“你妈妈呢？
”“不知道是谁。
”“那谁给你取的名字啊？
”“是别人乱叫的。
”“那为什么这条街上的好多小孩和你的名字都一样呢？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名字，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
”这群小孩们的名字，就叫“花钱。
”正因为这样粗放的背景，给花钱这个群体在门类细分、专题探讨中造成了极大麻烦：前人没有提供
现成的答案，并且存在不合理的传统，比如花钱类别重叠交叉的现象：一个花钱可以既是钱文钱同时
也是宫廷钱，一个花钱可能既是宗教钱同时也是异形挂钱等，因为分类是按多重要素切入的。
 以往花钱研究，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对花钱图形、花纹、文字、主题内涵的破解之上，自然，这些都很
重要，这些研究的本身，也存在静态研究与动态观察的不同方法，但是，花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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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在哪里？
花钱的沿革是如何进行的？
他们的发展是直线型的还是跳跃嬗变的？
浇铸花钱，是官方行为，还是私人铸造，抑或官私同存？
从市场需求角度(尤其是中古市民社会繁荣之后)，花钱大量鼓铸，那么花钱在社会上、市场上是被看
作什么物件存在的？
是具体满足什么功能需求的？
这些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史料的阙如，没有过硬的证据，也因为这
些体系与传统的行用钱知识体系并不完全契合，换句话说，行用钱的专业知识只能解决花钱的部分问
题，花钱是独立的新生门类，而以往的花钱专家都是从行用钱体系“借重”来的。
所以花钱本身的探讨，大家多以逻辑方式进行文化推定。
这个也就是花钱研究还远远没有告大功于天下的原因，也是花钱研究还大有可为的依据。
有一种情形，需要关注甄别，就是花钱被挪作他用的情形，这个他用，往往会在功能上混淆花钱的原
初动机。
比如，据《湖南洛塔吴作厅出土报告》介绍，出土物中有双龙镂空钱，还有铜狗等物，出土报告上写
着：“土家族梯玛祭祀器”。
这个判断如果不是考古人员主观猜测的话，是很有意思的。
面对这样的现象，不能由于无可辩驳的出土现实就遽然断定镂空花钱这个类别，就是祭祀用品，或者
这个类别具备祭祀的功能。
为了说清楚这个情况，试举一个小例子，假设在争斗中，一张板凳砸破了人家的头，板凳在此刻被用
作了凶器，但是并不能说明木匠做板凳的动机与板凳的使用功能，就是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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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藏的故事》丛书是北京新浪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的收藏类图书。
从约定合作到正式出版，历经了较长的周期。
其间，我们反复商讨图书规模、构建书稿框架、制定撰稿体例、设计样稿版式，最终确定了该系列丛
书的出版规格。
    本系列丛书原本预想为全四色印刷，由于图像来源较广，未能全部达到彩色印刷的要求，囿于丛书
统一体例的考虑，采用了单色印刷。
为此，有些质量较高的图片也因单色印刷而牺牲了原有的精彩，颇为遗憾。
    本丛书的作者为北京新浪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精心遴选，均为文物收藏界较有影响的收藏家。
他们将自己在收藏过程的见闻和感受，以流畅的文笔、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
尤其是作者那些对于相关文物和其收藏的独家见解，代表了他们长期实践后的观点，可以说是他们用
时间、精力和财富换取的。
    本系列丛书虽为单色印刷，但大量的图像可以充实内容，说明观点，图文并茂。
适合文物和收藏爱好者品鉴。
    编辑部    二0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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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花钱的收藏故事》编辑推荐：本套丛书强调了“故事性”的主题，全书的重心围绕“收藏的故事”
活动展开。
兼备通俗性、普及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作者们将相关的文物知识融入了收藏实践，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目前的民间收藏状况。
初涉收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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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适合自己的收藏门类和收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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