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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今古玩地摊上诸如瓷器、陶器、铜器、文房用品以及各种竹木牙角雕和书画等等都有仿品、赝品出
现，而且制作工艺日益精湛。
那些地下作坊和制作工厂制出成品后，混迹于市场的主要窗口就是地摊。
经常活动在古玩大市场第一线的生意人在不断实践中长了眼力，积累了经验，也不断充实了资力。
而相比之下，没那么多时间“泡”进这市场实战的专业人员反倒渐渐成了文物鉴定和经营的外行。

古玩地摊虽然这般庞杂，这般良莠混沌，但偏偏有很多人从这里起步，最后成了收藏家，成了古玩富
商。
逛地摊是一门大学问。
《藏物觅珍》就是讲述淘旧物的故事。

《藏物觅珍》由姜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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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晋：苏州人。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苏州政协文史委员会特约编撰。
著有《金指银弦》《慧心雕龙》《百年观前》《布衣西塘》《藏宝苏州》《中国传统手炉》《中国传
统牙角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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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平时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每当自己接近瓷器的时候，总有一丝质朴的暖意淡淡
袭来，总觉有一种被历史文明光彩相映照的圣洁。
这种感觉有时可能被夸大，谁家没有点瓷碗、瓷杯、瓷瓶、瓷盘，都是家常之物。
虽然我国古代制瓷有官窑、民窑之分，官窑系宫廷开设，瓷制品光润细腻，图案及瓷彩发色讲究，有
不少画意乃出自名家手笔：民窑则是民间设窑而制，其瓷制品批量大，制作欠精，一般多为布衣百姓
所用的日常器具。
不管是官窑民窑，人们喜爱瓷器是因为它雅洁之中所蕴含的平常与质朴。
用餐之瓷碗，饮茶之瓷杯，插花之瓷瓶，常亲近在手边、嘴边。
其观赏性有之，但更多的是实用。
自古至今，那瓷质的杯碗盘碟总比那些瓷瓶、瓷观音之类的供设品产量大。
 瓷在日常生活中易损、易碎，这是瓷之贵的一种体现，但是，瓷制品一窑窑不断地产出，这又觉得瓷
也贱。
贵贱本来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定式，如果偏爱与猎奇的人多了，瓷的天平就会向一方倾斜。
如今时兴玩古，很多人为讨一个风雅，把家中上了点年纪的坛坛罐罐全供奉了起来，给它们以身价。
一些文物店、古玩店老板也常挨家挨户淘购瓷玩，有时在寻觅中发现某个布衣老太捧着个青花旧瓷碗
用饭，也要上前问这问那，横竖会出个老太感到实惠的价钱去购它下来。
 于是如今城内不少这类店堂的博古架、橱柜里面，高高低低尽摆放着这些旧瓷器。
瓷器从“仆人”的角色一下全转换成了贵客，并且十分心安理得地任人的目光一遍遍来仰慕、抚爱。
我常常这么想，上了年纪的瓷器如不在年青时被毁身，老来必定有福。
至少不会再无休止地去劳碌一生。
可以被主子找个雅致的地方颐养天年，显示一下“瓷门家族”应有的名声。
不过，能在千万个流逝的日月挨到可以被人作为古董的年纪，身上没磕没碰，无“病”无“疾”，这
本身就是造化。
玩瓷者讲究的就是瓷器“口无裂缺，身不挂线”的一种饱经沧桑后持有的完美，这完美对易裂易碎的
瓷器来说一辈子难能可贵。
 我家中的那些瓷器还远远未够上被人目光敬奉的资历。
说来这些古瓷器大多是过去的家常器具。
不过，这平常年轻也很好，风华岁月多为人承担些实在事，何必过早地追慕身价，去充当老资格的玩
物丧他人志。
 但是，在如今的古玩收藏中，书画和瓷器毕竟是一个大门类，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艺术性，值得后
人去不断研究和探寻。
中国的陶瓷工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瓷器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种雅俗同好，赏用兼备的东西。
千百年来至今，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及各阶层人士，都对瓷器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我痴迷收藏近四十年光阴。
藏瓷算是仅次于儿时就痴迷的集邮之后的另一项早期爱好。
回首多年来曾一度痴迷明清瓷器，为淘宝走南闯北在各地古玩市场摸爬滚打，有收获，但也有无数次
“打眼吃冲”，白丢了不少冤枉钱的经历。
有很多回我真有点想不明白，为何我对寻瓷觅宝如此心仪，却往往难得盼来那回眸一笑。
后来我才明白，收藏古瓷器所谓的悟性少不了这两点：一、需在博古览物的历练中多长眼力，提升收
藏品位；二、需永远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待物藏物，所谓“无欲则刚”。
这两点解决好了，你眼里的好瓷器就有可能与你不期而遇。
 静心检点我多年来所藏的近百件历代瓷器，真正可作久藏的只有三件：一件康熙青花人物瓷盘，一件
清初青花瓷笔海，一件清同治粉彩鸡缸杯。
有意思的是，这三件经我多年藏瓷精挑细选后的瓷玩，竟然都有些不大不小的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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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以让我这番珍视呢，这里面可能是凝聚了我觅瓷经历中的种种曲折与体悟，自然也含有我一份个
人偏爱。
 先说说那件清康熙“婴戏图”青花人物瓷盘。
此物还是八年前我从安徽歙县老街所得。
说到歙县这个地方，是古徽州府治所在，是徽州文化及国粹京剧的发源地，也是文房四宝之徽墨、歙
砚的主要产地。
安徽歙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可知一斑。
 那时，我们苏州一行古瓷收藏家组织去安徽黄山和宏村古民居游览。
回苏州时途经这古徽州府地歙县，听这里的人说县城老街上有多家古玩店经营古董瓷器。
大家顾不上吃饭便兴冲冲地一起前往。
说来也巧，在这县城老街东首一家古董瓷杂店，我与几位藏瓷同好在那里经一番番挑肥拣瘦，最后，
大伙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锁定在了一件青花“婴戏图”人物瓷盘上。
招呼中，店老板从柜中拿出了瓷盘让大家细看。
此瓷盘口径约20公分，在盘碗类中属中等尺寸。
瓷盘上的青花发色沉稳且亮丽，盘中绘一少妇与小儿在园中戏乐之情景，其笔墨率意，以一种变形的
笔触将人物戏乐中那种喜形于色的活泼形象进行了艺术夸张和概括，因而也折现出了一种康乾盛世国
泰民安的景象。
瓷盘胎骨坚密，瓷质光润，盘后还有“桃子”形的画押款。
此瓷盘子属典型的康熙瓷应无多大的疑问。
但美中不足的是，此瓷盘的下口沿有丝浅浅的挂线。
也许正因为存在这么一点儿残次，与我同来的几位瓷友都对是否购买这件“残瓷”犹豫了起来，此时
只听得大家在七嘴八舌间夹杂的一片惋惜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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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物觅珍》就是讲述淘旧物的故事。
对于淘旧物的人来说，地摊是他最乐意徜徉的“风光地”。
近几年里，各大中城市的地摊买卖火得很，特别是捣鼓古玩旧物的地摊异常活跃。
或许是已进入了新世纪，怀旧情绪日趋浓郁的缘故，人们对那些历经岁月沧桑的艺术品、工艺品、印
刷品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致，一些大都市里，古玩街建了起来，古玩店开了出来，古玩地摊也见缝插针
地摆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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