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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多年的实地采访和调查，对上海地区老家具经营、收藏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掌握了大
量中国古典家具的市场信息及相关学术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家具及近代西洋家具的类型、特
点分别作了分析，讲述了诸多古家具的收藏、制作知识，其中穿插了很多关于老家具收藏的生动故事
，同时对老家具的做伪、辨伪、行话、行业、内幕也有详细的披露。
全书配相关彩图100多幅，图文并茂，适合于古玩、收藏界人士及部分时尚人群的阅读欣赏口味，对于
他们了解老家具行当的情况也有很大参考价值。
 
    本书介绍了上海以及整个中国近二十年来老家具收藏热持续升温的经济文化背景，特别是作者实地
踏访了上海虹桥地区几十家老家具商店，掌握了有关的市场信息与学术资料，据此进行梳理，并将一
些鉴赏、选购的诀窍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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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明清两朝更迭、太平天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十年动乱等各个大变局时期，老家
具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或与房屋庭院一起被毁，或因为被指认是旧时代、旧文化的载体被人为毁损
，或因用途退化和室内环境改变而被拆散派作其他用场，再加上老家具在材料和装饰方面的独特性，
毁坏时摧枯拉朽，易如反掌，而再生与修复就难于蜀道之登了。
十年浩劫余波中，硬木家具还通过外贸口出境换汇，价格居然贱如柴炭。
但从保护世界文明遗产的角度看，也算是不幸中有幸。
　　即使是劫后余生的老家具，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
地很大的老家具不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所以，硬木家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遗憾和
局限性。
　　在观念上，不少人还认为，老家具充其量只能属于实用工艺品，如果年代不是很久远，就　　无
法与纯粹古玩相提并论。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民间收藏活动的苏醒，老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此时，硬木家具在内地已经相当少了，经济价值被重新肯定之后，拥有者也很少拿来流通了。
于是，存世量较多的老红木家具走到台前“廖化充先锋”　　　　与束苏兰总经理一席谈后得知，她
是1993年开始涉足这一行的，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发展非常快。
到1998年，她借下虹桥地区这排曲尺形的房子，将老家具按中国厅堂的格局布置在进门的大堂内。
同时，产品定位也瞄准了这一带工作、居住的老外们，为此配备了三四个翻译。
“美国人喜欢风格粗犷的老家具，德国、英国人土喜欢精雕细刻的东西，日本人、韩人喜欢小巧玲珑
的家具，也许他们居住空间不大，又习惯使用精小家具吧。
”束苏兰说。
“但有一点我们一直在坚持，就是挑选一些有经典意义的中国传统家具向老外们推荐，让他们生活在
中国老家具中，可以更亲切地感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观念。
”　　我是在网上看到集艺堂的资讯后再关注这家店的，中英文对照的文字，配以家具图片，还有相
关的小知识和价目表，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而且他们还为海外客户提供从打包到验关的一条龙服
务。
　　在店堂里，我看到了比较少见的从天津官府里流出来的老家具，楸木的料配上彩绘玻璃，　　“
年纪”虽然不老，但却是中西文化在民国初年交融的实证。
这里的朱金木雕家具也不少，比如扛箱和子孙桶，在别处已经不多见了。
由于这类江南农村里常见的家具非常讨人喜欢，集艺堂就以此为蓝本，将诸多老家具元素集于一身，
设计了一系列朱金木雕家具，尤其难得是以生漆和老法打造，以确保中国传统家具的神韵不散，并能
适应现代家居的格局和日常实用。
应该说，有几件家具做得非常有想象力。
比如说，设计师将朱漆鎏金衣架做成床架，床柜底下又做了几个朱漆抽屉，既美观又实用，确实是极
有创意的。
　　束苏兰认为，若不是真正发烧级的收藏家，一般消费者对原式原样的老家具并不十分看好，“这
些老货收进来难，卖出去也难，老家具的真正知音培养起来需要时间。
倒不如老料新做有市场。
”　　集艺堂在在浏河口路的古玩市场还有一家分店，另外，它们经常在吉盛伟邦、盛源大地和月星
家居等家具大卖场出样展览。
说实话，与设计思路相当狭窄、制作上也不乏粗疏的西式家具相比，中国传统家具，特别是经过重新
设计脱颖而出的中式家具是一道颇让人眼睛一亮的风景。
　　黄浦江边标志性的居住楼世贸滨江花园里的会所，就以他们的老家具撑起一个视觉盛宴的框架，
“几百件老家具，一个中式园林，足够叫那里的中国业主和老外们欣喜若狂了，中国文化还是很有魅
力的啊。
”束苏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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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中路1058号的古意古典家具公司也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店堂里陈列着不少福建老藤器，
稍经修改后就成了别出心裁的家具，比如放盛桂圆的藤箱成了茶几，盛水果的藤筐成了咖啡桌。
如果你在郊外有一幢别墅，这些南国风情颇浓的家具肯定能为你的下午茶或阳光下的闲聊增添一抹浪
漫色彩。
　　我在那里采访过几回，每次都有新的发现。
最近一次去时，在店堂里看到一具红漆的条几　　横陈在那里，式样非常古朴，毫无雕饰，线条简洁
到不能再少，但又极为大气，并不失妩媚。
这种式样，只有在传世的中国画中晃过一眼。
凑近一看，标牌上写着“战国几”。
怪不得，那是对战国凭几的改造，拉长了几腿，又略作弯曲，使之如美女婷婷玉立于厅堂。
营业员小姐知道我不是外人，就告诉我说：“这是新仿的。
”但几面上的红漆呈龟裂状，犹如黄河故道的河床，使用痕迹做得很像。
“这种漆面的做旧是非常难的。
”那位小姐又补充了一句。
　　古北新区古北南路55号的古雅古典家具，以居住在这里的外宾为主要对象，所以他们的家具很配
外国人的胃口，而且可以根据要求任意修改式样和颜色。
订做也可以，只要你想得出，不怕做不出。
　　　　陈张宝早在弱冠之年就跟其父涉足老家具这一行当，风霜雪雨，备尝艰辛。
老上海对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大抵比较看轻，所以青少年时期的陈张宝也领受了不少白眼，世态炎凉、
人情淡薄早已尝遍。
建国后，陈老先生在有名的“淮国旧”工作，专门做红木生意。
红木家具的质地与年份，只消看一眼，大致可以定性。
　　十年祸起，传统古典家具被当作四旧，抄了，砸了，劈了，烧了。
抄家获得的红木家具和　　大户人家为了度日流出来的老家具就堆在淮国旧的库房里，山一样高。
商店后门的长乐路上，一排风也吹得倒的摊棚内，也堆满了老红木家具。
　　“扫四旧”的一幕在陈张宝心底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印记。
“那时候我因为出身苦，也被动员参加了行业的造反队，抄家的情景让我触目惊心，多少明清家具啊
，老红木的，紫檀的，凡是雕着龙凤仕女的一律当作‘四旧’，一榔头砸得粉碎，堆到马路中央烧了
。
老虎脚也不能留，用凿子凿掉。
有几件家具雕工真是精细啊，真算得上国宝级，我现在眼睛一闭就想得起来，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过。
在北京也看不到这样的好东西，上海是个大码头嘛。
”　　　　这里简直是一个老家具博物馆，床榻类的有架子床、拔步床、贵妃榻，案桌类的有供案、
琴桌、书桌、食案、酒桌、炕桌，还有一种专供帝王官吏升堂处理政务或接受奏章用的奏案；　　我
对一种俗称为一腿三牙的北方桌子发生了兴趣，用材一般为榆木或柏木，本色居多，风格朴实敦厚，
庄重中又不失秀美，透出泱泱大族的气度。
椅凳类的则有交椅、官帽椅、圈椅、骨牌凳等，有一种很矮的带扶手的椅子很奇特，似乎是将太师椅
的四条腿截短了。
陈伟告诉我，这是温州一带妇女坐的绣花椅。
又因为椅面上有一个扁扁的缝，下面是一个浅浅的箱子，用于存放钱币，被叫作钱箱椅。
箱柜类的更多，有红漆箱柜、四件柜、方角柜、圆角柜、多宝格、书架等，这类箱柜上的雕工之精细
，令人叹为观止，不仅表现了一种民间风俗和审美理想，还可想象清前期国力的强盛和老百姓的富足
，更让人感到当时能工巧匠驾驭优良材质和吉祥题材的聪明才智与闲适的创作心态。
　　那些雕花窗板和木结构的建筑部件，比如牛腿、挑头、额枋、裙板等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能
属于家具的范围，但同样在民居中起着美化生活的作用，与家具堪为仲伯。
在现代人的目光中，具有同等的美学价值，装点居室就是一件精美的浮雕。
的确，经过工匠们的巧手，四幅窗板就拼成了一堂屏风，一小块红漆鎏金的床围栏加一个框就成了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找老家具>>

幅画，四块小窗板拼起来作为一个咖啡桌的面子，上面覆一块玻璃，既现代又古典。
　　“这些宝贝都是从哪里淘来的?”任何——个人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都会发出这个感慨。
陈　　伟以业中人的平静浅浅一笑：“安徽、浙江、江苏甚至北方一些省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现在农村的生活也改善了，不少旧房子摇摇欲坠，或空关着，或拆了重盖，条案椅子炕桌之类的粗笨
家具很多，没人要，包括窗板啦、大门啦就堆一边没人管，这些东西我们就收下来。
”　　“收老家具是一桩苦差使，风里来雨里去，吃不好睡不好，一头的灰，简直像是逃犯，过去叫
这活是‘跑筒子”’。
专门负责采购的蔡耀明先生对此深有体会。
“出门一次十天半月的不稀奇，刚创业时家底薄，一分钱也恨不得掰开来花。
火车坐硬座，票子紧张时装货的棚车也得挤，长途汽车一路颠到乡下浑身骨子架子都散了。
到了目的地，旅馆不住，在农民家的柴屋　　里借一宿，省钱啊。
采购到东西，如果只有几件，用绳子一扎往肩上一扛就回来了，货多一些就在公路旁招手搭便车。
最怕就是走山路，到了穷乡僻壤，没公路可通，说话间天黑了，举目无亲啊。
不过，凭经验或当地人的介绍，判断下来这种角落必定有好东西，再怎么也得走啊。
有时借一辆自行车，怀里揣几个冷馒头，天不亮就出发了。
三九天，小北风刀子似地往脸上割，没多大工夫扶车把的手就冻僵了，嘴角也开裂了。
大伏天呢，顶着毒日头上坡，车子没法骑，只能推，半天不到保你脱虚，眼看着身上的皮肤被晒焦，
一层层起壳。
干老家具这一行，赚钱不容易啊!”　　　　老家具被拉到上海，在工厂里经过拆散、清洗、拼装、修
理、熏蒸消毒除虫等繁复的工序，焕然一新地坐在店堂里等待伯乐的发现。
　　“为了整旧如旧，我们的老师傅找来与原件一样材质的旧木料，经过镶拼、雕刻、打磨，修补的
部分就有了旧的气息。
至于旧的漆面和铜活，尽可能不去动它。
老皮壳有一种温润的包浆，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痕迹。
”王凯丰说。
　　这位儒雅的学者还认为：为了尊重历史，应该忠实地保留原有的式样，有些顾客要适应现代人的
生活习惯，那么作个妥协是可以的，比如内部结构稍稍动一下，但外部必须修复如初，保留它的气息
与使用痕迹。
“因为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的信息，是档案，是我们前辈留下的日常生活状况记录，在老家具前静静站
一会，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呼吸。
”　　在这家店里，我看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家具，比如描金彩绘的西藏柜，画着花卉和动物，还有
宗教故事，不大，木质也算不上精细，但放在现代家居里绝对是一种装饰，浓郁的民族风情能将人醉
倒。
同样有趣的是蒙古柜，比西藏柜略为宽大，由红与黑构成的对比色更加夸张强烈，而且门是从侧面开
的，想必是蒙古牧民为了适应游牧生活而设计的。
在那里我还看到一口漆面深沉的立柜，榆木的材质与两扇门的式样并不算特殊，但它的背部却是弧形
的，仿佛一个老人的佝偻的背。
王凯丰让我猜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了一下终于猜到：它是放在窑洞里的，窑洞的墙不可能是垂直的，
所以家具也只能适应空间而委屈地成了驼背。
　　在店堂中央，还有一辆马车吸引了我的眼球。
它长约一米八的样子，面子上的木板木筋毕现，犹如老人身上爆出的血管，疖子则是老人身上的伤疤
——毕竟有300年的历史嵌在深深的木缝里呵；有的地方已经腐朽了，让人想象它在原野里长途跋涉的
艰辛。
底下权作桌腿的四个轮子也是木质的，箍了铁皮，已经轰轰然地滚过千万里了。
此刻，马车静静地躺在店里，累了，老了，想休息了。
上面配了一块厚重的玻璃，可以围坐12个人，就这样，它的第二次生命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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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壹　　五年前，去过一回西塘，为的是寻访遗落在历史尘埃里的江南廊桥。
在建于康熙年间的青龙桥下，有一生煎馒头小摊，摊主每次将煎熟的馒头连同滚烫的铁锅众从炉口端
起，搁放在一个齐腰高的茶几上。
同去的朋友认出那是一张清仿明的黄花梨茶几，有意搜罗。
那摊主却说：“卖了它我生意咋做？
”天知道他把一笔生意漏了。
　　三年前又去了一回富春江畔的龙门古镇，那是三国孙权的故里，原汁原味的古镇，一农妇见我们
是外来人，将我们引进一间破屋，屋里养着两头猪，搁楼上摊着茅草，撩开茅草，是一具颇有些年份
的红木雕花床架，要我们开价取走。
看着那幅破相，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走　　得是那样的坚决，如今思之，惟有一声叹息。
　　两年前，逛苏州文庙古玩市场，在一家老宁波旧家具店里，由同行朋友掌眼，花500元买了两块清
代的雕花床板，雕工实在精细，品相基本完好。
回到家里，装上挂钩，挂在新装修的屋内，很有几分情调与韵味。
那个为我掌眼的同行便是沈嘉禄。
　　一年前，去了一个朋友的家，所见之处，现代家居格局和中式老家具浑然一体，尤其一具明式万
历柜，架子是老料新做，两扇门却是用了一对清代雕花板，古为今用，诚为一例。
回来后也如法炮制，把苏州文庙买回的两块雕花板做成了万历柜放在书房里，存放文房雅玩，顺手、
顺心、顺眼。
而这朋友又是沈嘉禄。
　　贰　　作为文人的沈嘉禄，在沪上是有影响的。
　　他的随笔写得沉稳、细腻、老辣，报章上时而可寻可见，其语言和细节读来总让人感到文章写到
了火候。
　　他的小说有浓烈的海派色彩，生活气息弥漫字里行间，他善于营造气氛与细节，不论是老派上海
和新派上海，都能摆着。
　　电视连续剧《小绍兴传奇》和贺岁片《春风得意梅龙镇》，不仅体现了他驾驭多种文学样式的能
力，更让他在文化圈中多了一个“美食家”的雅号。
前不久顶着38度的高温，我们同去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后去夫子庙茶楼吕茗，清茶沏上，他便点了
一道翡翠烧卖。
一尝味道发现是咸的，便对服务员说，翡翠烧卖是淮扬名点，历史上秦淮河畔飘荡着烟花女子的身影
，寻花问柳的不乏鸦片鬼。
鸦片吸食多了便会口苦，就以这道甜品“翡翠烧卖”解苦⋯⋯一席话让服务员恍然大悟。
如此细节，可说上一堆。
　　沈嘉禄作为文化人，他的作品不是从迪斯科的舞场中蹦出来的，倒可理解为从茶馆里泡出来的。
有了传统文人的气质，他经常回眸，说得更深沉一点，他经常在寻根，不是寻小说中某个人物的根，
而是在寻找现代文化人的根，以至在待人接物，生活喜好，思维方法中都带有传统文化人的痕迹。
　　他请你喝茶，必奉上牛眼般大小的瓷杯，说不定那杯子是上了年纪的清代货。
　　他玩瓷器，一眼就迷上康、雍、乾三代青花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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