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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了解历史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文献及证物。
文献的局限在于执笔者的主观倾向，以及后来人的修饰，因此不能保证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
证物不言，却能真实地诉说其文化背景，描述成因。
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靠证物来标定坐标，汇成进程图表。
此套书共五册，分为家具篇、陶瓷篇（上）、陶瓷篇（下）、玉器篇、杂项篇。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时受时间限制，内容不尽完整。
此为全本，未做删节。
全套图书，从当今百姓喜爱的传统文化人手，试图解释文明成因，展现文化魅力。
只要你对文物乃至文化有兴趣，读此书就一定会乐趣无穷。
这个乐趣是你熟知的文化带给你的，而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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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未都说收藏.玉器篇》：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关于中国玉文
化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马未都说收藏.玉器篇》共10章，详细介绍了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汉代、隋唐
、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玉器，并从历史、文化以及技术方面对玉做一总结，语言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作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玉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者精心选配的近150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马未都说收藏.玉器篇》增色不少。

《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共4本，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
台《百家讲坛》所做关于收藏文化的系列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家具篇”共10章，既有对家具收藏史、家具用材、家具辨伪、家具沿革等层面所做的宏观把握，亦
包括对中国传统家具中交椅、床榻、椅凳、桌案、柜架、屏几等具体物件的微观阐释，语言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作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者精心选配的100余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本书增色不少。

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已做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12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全书共12章，既对陶瓷及陶瓷历史等层面做了宏观描述，也对历代名窑，以及宋、元、明等朝代瓷器
做了微观阐释。
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
独特魅力。
作者精心选配的150余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增色不少。

《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下）：《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
视台《百家讲坛》已做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12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全书共12章，既对陶瓷及陶瓷历史等层面做了宏观描述，也对历代名窑，以及宋、元、明等朝代瓷器
做了微观阐释。
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
独特魅力。
作者精心选配的150余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增色不少。

《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
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百家讲支》栏目坚持“《百家讲坛》，论坛都是好酒”的节目制作理念，不断培养专家、学才的公
众意识，不断强化媒体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

《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马未都说收藏》系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
坛》所做关于杂项的11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全书共11章，详细介绍了漆器、镶嵌艺术、竹雕艺术、名贵材质雕刻、明清铜器、景泰蓝、鼻烟壶，
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作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
力。
作者精心选配的近300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马未都说收藏》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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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未都，观复博物馆创办人及现任馆长。
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藏品包括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等。
1992年，他的《马说陶瓷》一书，被许多读者视为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
此外，他还撰写了《明清笔筒》等文物鉴赏研究专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未都说收藏>>

书籍目录

家具篇
自序
第一讲　盛世收藏—历史
第二讲　床前明月—交椅
第三讲　一榻清风—床榻
第四讲　正襟危坐—椅凳
第五讲　拍案惊奇—桌案
第六讲　藏器待时—柜架
第七讲　别具匠心—屏几
第八讲　魏紫姚黄—用材
第九讲　博物洽闻—辨伪
第十讲　随方制象—沿革
后记
陶瓷篇
第一讲 陶瓷文明 曙光初现——陶器诞生
第二讲 变土为金 独步天下——早期瓷器
第三讲 寥若晨星 珍如拱璧——汝窑
第四讲 高山仰止 卓越千古——官窑 哥窑
第五讲 云蒸霞蔚 如冰类雪——钧窑 定窑
第六讲 和光同尘 分外妖娆——宋代北方民窑
第七讲 仪态万方 分庭抗礼——宋代南方民窑
第八讲 马背驰骋 独树一帜——辽、金、西夏、元瓷器
第九讲 一统江山 君临天下——元青花
第十讲 苏麻离青 深入胎骨——明早期青花
第十一讲 各领风骚 谋求变化——明中期青花
第十二讲 火光炸天 四时雷电——明晚期青花
第十三讲 晕染江山 墨分五色——过渡期及清早期青花
第十四讲 规矩方圆 熟能生巧——清中期青花
第十五讲 夕阳余晖 晚霞如画——清中晚期及民国青花
第十六讲 旭日初升 渐入佳境——釉里红
第十七讲 日升月恒 皇天后土——颜色釉（上）
第十八讲 雨后霁霞 春来江水——颜色釉（下）
第十九讲 五色斑斓 多彩绚丽——五彩
第二十讲 淡雅宜人 争雄斗艳——斗彩
第二十一讲 瑰丽奇珍 皇家风范——珐琅彩
第二十二讲 疏影暗香 繁花似锦——粉彩
第二十三讲 瓷器外销 东风西渐——外销瓷
第二四讲 窑火千年 臻于化境——陶瓷的境界
后记
玉器篇
杂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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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八讲 掐丝填彩 繁缛华丽——景泰蓝中国的古代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
比如瓷器，有官窑也有民窑；玉器，宫廷和民间都有制作。
只有一种独特的工艺，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
这就是俗称的景泰蓝，学名叫做掐丝珐琅。
景泰蓝的由来先来介绍什么叫掐丝珐琅。
掐丝，指在铜胎上用细的铜片掐成图形。
请注意，掐丝珐琅首先不是用铜丝，是用铜片，形成立墙后才能填彩。
掐出图案，填上各种色料，再经过烧制、磨制，最后成为成品，这就是掐丝珐琅。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不是中国的东西。
今天大家都认为景泰蓝理所当然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外来文化，是元朝时从阿拉伯
地区传进中国的。
这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
。
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
”明初曹昭关于文物的记载非常多，这条关于景泰蓝的记载也很明确。
“大食”，是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
“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
中国人的面目都是比较平和的，面部起伏没有阿拉伯人大。
阿拉伯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高鼻色目黑髯，鼻子比我们突出，眼睛带色儿，比我们眍，胡须比我们重，
所以中国人看着像鬼，叫“鬼国窑”。
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
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这样一种异国文化。
中国过去没有这类东西，看着非常新奇。
第二是技术阶段，技术进入中国。
中国人喜欢这类商品以后，开始学这门技术，自己来烧。
我多次说过，古代的运输成本非常大，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引进成品不如引进技术
。
今天运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中的比例相对就非常低。
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在南宋的古籍中找到蛛丝马迹。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傅之以革，外为觚棱，彩绘外国人之奇
形诡状，却似琉璃，极其工巧，不知为何物。
”这段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通过对这件东西的描述，我们能想象它就是景泰蓝的一个雏形。
南宋时的人还不知其为何物，也没有名字。
景泰蓝的名字不管什么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它就一定要起个中国名字。
掐丝珐琅也不例外，也有个中国名字：景泰蓝。
明代很多工艺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
一般先强调年号，然后再强调东西本身。
比如我讲过的宣德炉、成化杯、万历柜，这些都是当朝出现并流行的。
但景泰蓝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而是在元代就进入了中国。
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家的重视，使它发扬光大，声名鹊起，因此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通俗易懂且带有
文学色彩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叫法非常晚，并不是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叫。
清朝雍正年间有一条记载，雍正六年的造办处《活计档》：“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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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此。
”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
但是，这段记录的读法不同，意思也不同。
是“景泰 蓝珐琅瓶”还是“景泰蓝 珐琅瓶”呢？
中国过去的文字中没有标点符号，要靠前后的意思和你读书的能力去判断。
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判断掐丝珐琅是否在雍正时期就被称为“景泰蓝”了。
晚清陈浏的《陶雅》记载得最明确：“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填彩釉，昔谓之景泰蓝，
今谓之珐琅。
”陈浏认为这类工艺品过去称景泰蓝，今天称珐琅。
他实际上给说反了，应该是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
这条记载说明，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就蔓延开来，社会接受了这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它为什么叫景泰蓝，而不叫景泰绿、景泰红、景泰黄呢？
这是因为掐丝珐琅以蓝色基调为主。
景泰蓝是一个外来文化，从中东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阿拉伯文化的主色调崇尚蓝色。
大家有机会去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中，蓝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调。
元政府注重手工业元代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时期。
游牧民族跟传统的农耕民族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
比如游牧民族注重贸易，它的贸易能力非常强。
过去总说“十个商人九个回”，回人是游牧民族，就愿意经商。
游牧民族不种粮食，必须通过交换换得基本的生活物品。
农耕民族则注重自给自足。
上学时老师一定教过你：农耕民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注重手工业生产，但目的不同。
游牧民族手工业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去换粮食，或者换来钱去买其他需要
的东西。
所以，游牧民族的产品都是作为贸易的一个直接手段。
农耕民族的手工业产品则基本是自己消费，自己做，自己用。
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意大利鞋商聊过。
那个鞋商说：“我来中国之前算过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每年就买一双鞋，也是个不
得了的市场。
”我说：“你不知道，过去的中国人都是自个儿做鞋穿，不买你鞋厂的鞋。
”自己做鞋，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残留的痕迹。
今天很少有人自己做鞋穿了，但仅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是自己做鞋。
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远，我甚至还穿过我姥姥给我做的鞋。
元政府当时对手工业工匠的态度跟宋政府有很大区别。
我们对这段比较残酷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元朝当时是风卷残云般地席卷整个国土。
建立政权以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许多手工业工人为其服务，所以大批俘虏有本事的工匠
。
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政府对工匠的态度还算不错，甚至还高看手工业工匠一等。
元代景泰蓝过去有个误解，一直认为景泰蓝是景泰年间创造的，或者是从明代才有的。
通过这些年查阅古籍，类比研究，我们终于知道元代就有景泰蓝，从而也对以前有结论的文物进行重
新定位。
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足尊，底下刻着“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件三足尊的上部去掉，把底下去掉，只剩中间这一截，跟元青花罐的典型器
做个对比，它们之间从图案到造型非常相似。
而三足尊的上部、足部的釉面与中间部分明显不同。
因为有相应的瓷器做比较，可以断定这件东西的中间部分为元代掐丝珐琅罐，后为明代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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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物类比的一个优势。
由于故宫这件景泰蓝三足尊的提醒，就有大量元代景泰蓝被剥离出来，比如玉壶春瓶式的景泰蓝瓶。
我讲过玉壶春瓶，元代非常流行，从造型上可以进行类推。
再有就是簋式炉、鼎式炉，这些造型都可以跟当时的龙泉青瓷做横向比较。
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元代已经有大量景泰蓝面世，都是由中国工匠制造的。
景泰蓝的款识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比较特殊，跟瓷器不一样。
瓷器烧造完成，一旦瓷化以后不得逆转，也没有办法逆转。
你不能说这个瓷器烧的造型不好，搁家里用水泡着，泡软了重新烧，肯定不行。
但景泰蓝是铜胎，铜就可以逆转了。
铜胎可以改造，比如这儿去掉一点儿，那儿焊接一块儿，都可能办到。
这样一来，景泰蓝就给了作伪者很多改造的机会。
比如景泰蓝的伪款、后添款等改款现象非常严重。
北京故宫博物院三足尊的“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就是明代的后添款。
过去底下没有款，添款一定要添名气最大的时期，所以添了“大明景泰年制”款。
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乾隆中期，对景泰蓝的改造一直不断。
所以我们今天对景泰蓝的分类、断代非常困难，要一点一滴地去比对，跟当时横向的所有工艺品比对
，这个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由于景泰蓝的名气，历朝历代落“景泰”款的风气始终不绝。
今天通过统计可以看到，景泰蓝上落“景泰年制”、“大明景泰年制”款的式样多达30多种。
对于底款的式样，宫廷过去都有固定制式，不管做什么工艺品，都是下一个单子，工匠按照单子写的
去制作。
所以像瓷器底款的变化都是有依据的，而景泰蓝没有依据，都是工匠谁想刻成什么样，就刻成什么样
。
这样一来，给我们后人区分哪件才是真正景泰年间制作的景泰蓝，提高了很大的难度。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景泰蓝西番莲纹盒，底下左行阴刻“大明景泰年制”款。
全世界的专家公认为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大明景泰年间制造的景泰蓝。
这件景泰蓝在全世界很多重要的博物馆都展览过，也曾经多次被收录到书中。
我们看书的时候就要非常认真，要记住它的书写方式。
景泰蓝是刻款，跟瓷器中大部分的写款不一样，它是在铜上直接刻出来，不允许修改。
在铜上刻字是需要功力的，首先要有极强的技巧，能够在铜这样坚硬的材质上刻出字；其次还要把字
刻出韵味，这非常难。
所以，在景泰蓝上刻款不可能逮着谁谁刻，一定有专人刻。
这样一来，在鉴定中就可以有比较了。
打了眼儿的花觚这些年来有大量文物回流，我就碰见过一件景泰蓝花觚。
这件花觚早年流落海外，曾经被人改成台灯，为了走线，底部被打了一个眼儿。
原本花觚的底部有“景泰年制”四字款，由于被钻了一个眼儿，四个字里有两个字残缺不全了。
“景”和“制”是完整的，“泰”和“年”各缺了半个字。
我就看着仅存的两个整字、两个半字，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景泰蓝盒底的款作了个比较，一模一样，
恨不得就是一个人刻的。
我当时看到这件东西非常激动，尽管它残了，但残有一个好处，价钱也便宜了。
在收藏中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要正视现实，你碰见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忍着。
你不能说看见这个花觚底下有个眼儿，就不能忍，气得要死，说：“谁给打的眼儿啊？
谁这么无知啊？
！
”五百多年来，无知的人多了，打一个眼儿很正常。
那么，仅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这件花觚从纹饰、造型、分量、款识，跟公认的景泰年间的盒非常
接近，所以我当时非常兴奋，跟人家讨价还价，就把它买了，现在观复博物馆的工艺馆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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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修复技术非常高，本来可以将它底下的眼儿补上，但我没有补。
我觉得历史留下的痕迹就让它留下吧，这样后人也能知道历史上曾经的无知。
当时的人如果知道这一个眼儿打下去，多少钱就丢了，打死他也不会打。
明代的景泰蓝晚明有个人叫金嗣孙，他在《崇祯宫词》中有这么两句：“赐来谷雨新茶白，景泰盘承
宣德瓯。
”说的是景泰蓝的盘子上搁着一件宣德的瓷器，用来喝茶，这是晚明宫廷生活的写照。
瓯，本义指盆状的瓦器，过去地位比较低，但“宣德瓯”一下子就提得比较高了。
晚明的宫廷生活和市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足，宣德青花和景泰蓝盘子都是价值连城，这两件东西凑在一
起端上来，就为了喝一杯茶，真是奢侈啊！
瓯这个字今天不怎么用了，容器中也基本没有瓯的概念了。
过去有一段故事，说有一次乾隆跟纪晓岚聊天吃饭，看到桌子上有两盘豆子，皇上就说：“我出一个
上联，你能不能对？
” 纪晓岚说：“臣可以对。
”皇上就出了个上联：“两碟豆。
”就是桌子上有两碟豆子。
纪晓岚张口就说：“一瓯油。
”皇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两蝶斗’，是指两只蝴蝶上下翻飞。
”纪晓岚反应快啊，说：“我说的‘一鸥游’是一只鸥鸟在缓慢地飞翔。
”乾隆一听，不服气：“那我还能添字，叫‘林中两蝶斗’。
”纪晓岚马上说：“江上一鸥游。
”对得非常美。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非常优美机智的地方，通过一个瓯也能体现出来。
晚明时期，景泰蓝品种在增加，但质量在下降，砂眼明显增多。
景泰蓝填完彩料以后一定要用火烧制，如果质量不能控制，砂眼就要增多。
另外，当时景泰蓝的审美趣味跟瓷器有异曲同工之妙，纹饰都比较繁缛。
当时中央政府也非常注重景泰蓝的制造，比如做了非常漂亮的景泰蓝多穆壶，明确带有礼品的意味。
多穆壶是蒙、藏少数民族用来喝奶茶或者搁酥油的容器，用景泰蓝这么名贵的材料做，显然有跟少数
民族沟通的意思。
中央政府当时把这些名贵礼品大量发往西藏、蒙古，跟少数民族保持良好的关系。
明末的古玩市场明末清初人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说：“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
。
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
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
”这段记载非常有意思，描绘了一个买卖古玩的大市场。
各种奇珍异宝要想进宫，先要在北京的内市云集。
内市在哪儿呢？
紫禁城的北门在明代叫玄武门，到了清代因为要避康熙皇帝的讳，改为神武门。
今天的神武门外正对着景山正门的那块广场，就是过去的内市。
内市里汇集了宣德之铜器，就是宣德炉；成化之窑器，显然是成化杯；永乐果园厂之髹器，就是永乐
漆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就是景泰蓝。
这些名贵的东西都云集到内市，大家挑选，好的就进宫了。
那么其他喜欢这些古董的人，也都跑到这个地方去买。
当时的北京除了这一狭小的内市外，还有外市，散布在北京各处的古董商摊都属于外市。
跟今天比较起来，内市有点儿像拍卖公司，外市多少有点儿像潘家园。
外市的东西相对来说等级比较低。
对古董的需求是社会富足的一个表现，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精神，而非物质。
收藏一开始很容易物质化，我喜欢，是因为有一个物质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但实际需求的是围绕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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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比如，你喜欢一个宣德瓯，那就是一个瓷碗。
你要喝茶，拿普通的白瓷碗喝和宣德瓯喝都差不多。
问题是，宣德瓯具有极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这一点是白瓷碗所不具备的。
清初景泰蓝入清以后，康熙朝迅速恢复生产。
康熙十九年，武英殿、养心殿设立造办处。
康熙五十七年，武英殿的珐琅作改归养心殿，从等级上提高了。
康熙皇帝对欧洲传教士带来的珐琅非常感兴趣，想尽办法把画珐琅的技术引入宫廷。
我讲《陶瓷篇》珐琅彩时讲过，铜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这三种画珐琅器都是康熙
一朝创烧的。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里记载，康熙三十年，康熙皇帝曾说：“朕新制法蓝碗，因思先帝时未尝得
用，亦特择其嘉者，供奉陵寝。
”过去一直讲要尊重祖宗，尊重历史，这个尊重一定要有具体事件。
康熙三十年，珐琅碗试烧成功，皇上就说：“我的父亲没有用过这个新东西，我要挑最好的供奉在他
的陵寝。
”一国之君尚且如此，今天每一个人就更应该表示这种对祖宗的孝心，不仅仅是对你自己家的祖宗，
更是对中华民族的祖宗。
由于康熙的重视，珐琅彩开始普及，但掐丝珐琅在康熙一朝烧造的并不多。
很可能是因为瓷胎画珐琅、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影响了掐丝珐琅的制造。
到了雍正一朝，掐丝珐琅明显增加，史料也在增加。
雍正十年，有记载说做了一组景泰蓝的炉瓶烛台，俗称“五供”。
什么是五供呢？
一般在寺庙或祠堂里要供五件用具，中间一个炉，左右两个花瓶，两个烛台，俗称“五供”。
大家有机会去清西陵，还能看到陵寝前面的石五供，非常巨大，搬都搬不动。
蜡炬成灰泪始干五供由于是五件，非常容易失群。
所谓失群，是专业术语，指历史上的一组东西被分散了。
我有一个朋友，从国外买了一对乾隆的景泰蓝烛台，失群的，所以买得比较便宜。
他一回来就跟我炫耀：“马先生，来看看我的这对烛台，欧洲买的，便宜，漂亮着呢！
”我一看，东西确实不错。
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买得便宜吗？
加点儿钱，匀给我吧。
”他说：“那哪儿能啊！
我不赚这钱，我自个儿回去摆着。
再说过两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还要用呢。
”等结婚纪念日过了以后，他回来跟我说：“出了点儿事儿。
”我问：“什么事儿啊？
”他说：“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想让老婆高兴，就把这对烛台拿出来，买了两根大红蜡。
我想着把蜡烛插上去，一点上，显得屋里有个气氛。
乾隆年间的景泰蓝烛台，宫廷所用，我今儿结婚纪念日点上，多美！
问题是这个蜡烛插不上烛台的钎子，我使劲儿一插，蜡两半了。
那天晚上算瞎了，这蜡没点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该我炫耀了，我跟他说：“你把这东西匀给我，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卖了一个关子，先念了首诗。
李商隐著名的爱情诗《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很好理解，见过蚕吐丝的人都明白，蚕是作茧自缚，它吐完丝后就在茧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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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了。
“丝”在李商隐的文学含义中代表思念、相思，是爱情的象征。
但问题是下面这句“蜡炬成灰”不好理解。
蜡炬，就是蜡烛。
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见过蜡烛烧成灰？
”他想了想说：“可不，蜡烛烧完了哪儿来的灰啊？
”古代的蜡烧完是有灰的，因为它的蜡芯不是今天见到的棉线，而是一根芦苇。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蜡烛插不进烛台的原因。
今天使的是清末时候才进来的洋蜡，中间是一根棉线，实心的，又硬，你使劲往钎子上插，嘎巴就裂
开了。
而过去的蜡中间是一根芦苇，有的还缠有布，芦苇是空心的，才能插到烛台上。
所以，烛台上的蜡钎子基本跟芦苇芯一般粗，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蜡烛烧尽后都会留有残灰。
中国古代的灯与烛有本质区别。
灯是燃液体的，燃油；烛是燃固体的，燃蜡。
蜡烛的发明比油灯要晚很多，所以到了唐代，蜡烛还是非常贵重的商品。
过去说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在洞房花烛夜里，点燃的蜡烛可不仅仅是一根红烛，上面还有很多纹饰。
我还收藏有这样的蜡烛，非常漂亮。
乾隆朝景泰蓝乾隆以后，景泰蓝的工艺越来越成熟，做得非常精细，器型也越来越大。
我曾经在德国买过一个大号的景泰蓝花鸟纹大瓶，80多公分高，两只鎏金的耳，现在观复博物馆的工
艺馆内展出。
从这个瓶子的纹饰及造型上看，乾隆时期的典型特征全部在它身上体现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课，完全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了。
比如把乾隆官窑瓷器跟这件景泰蓝做横向比较，看看差异有多大。
我们能发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门类的工艺品有时在造型、纹饰、细节上几乎没有差异，这就
是文物横向比较的好处。
我买这件景泰蓝的时候，卖家跟我说：“这瓶子早年就是八国联军从你们那儿弄回去的。
”我说：“那就该着我们把它带回来。
”德国人知道东西的来历，是因为他们有记录。
西方人有很好的档案习惯，很多事情都要记录。
所以有时一查，就能查到这东西一百年前在谁的手里，中间经过几个人，都很清楚。
这种80多公分高的器物，对景泰蓝来说非常大了。
但在乾隆盛世期间，景泰蓝还能做得更大。
乾隆四十七年，乾隆皇帝下旨：造掐丝珐琅佛塔六座。
其中有一件蓝地缠枝莲八宝纹宫殿亭式塔，高达239公分，比我伸起手来还要高，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雨花阁内收藏着。
晚清民国景泰蓝乾隆以后，景泰蓝急剧衰退，为什么呢？
国家的经济衰退直接体现在奢侈品上。
景泰蓝在所有工艺品中成本最高，它以铜做胎。
铜在历史上是制钱的原材料，使多少铜，就等于使多少钱。
也就是说，抛开它复杂工艺所带来的成本，仅是原材料成本就非常高。
所以清代中叶以后，景泰蓝迅速衰退。
晚清到民国时期，景泰蓝开始走入民间。
此时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一些民间作坊生产景泰蓝。
经营景泰蓝的商号有老天利、德兴成、宝华生、静远堂等等，都非常有名。
晚清至民国时期景泰蓝的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胎一般都非常薄，一掂，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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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景泰蓝则很重。
但是，此时的掐丝掐得非常细腻，这是用工艺来弥补材料的不足。
不可能使那么多铜了，但可以用细腻的纹饰来弥补。
晚清到民国时期正是第四次收藏热，大量西方人来搜集中国的文物。
西方人对景泰蓝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
蓝都流往欧洲。
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
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西方人为什么知道景泰蓝重要呢？
西方人进入紫禁城一看，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对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
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
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
比如乾隆四十四年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的
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的餐具。
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我们对景泰蓝的误解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
虽然我们承认它的贵重，但不认为它在审美上有多高。
这种认识源于文人，文人认为景泰蓝太花哨了，不含蓄，所以对其评价一直不高。
曹昭就说它俗得要死，“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
由于过去文人的这个态度，我们一直对景泰蓝的认识不高，导致其大量流往欧洲。
解放后，对景泰蓝不加重视的态度变得更严重。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景泰蓝的制作》。
这叫什么？
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大力宣传，但应该宣传艺术，而不应宣传工艺。
工艺本身是保密的，但中国人过去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所以就把秘密给散出去了。
整个制作工艺被写进一篇文章，谁逮着谁做，哥儿几个弄一个小窑就开始烧景泰蓝了，拿这事儿不当
事儿。
我曾经有一次还在电视上看见教怎么做景泰蓝，好像只要家里开一个小灶，就能做了。
由于毫无计划与节制地普及，把这个过去中国最典型的宫廷文化一下子降低了。
没有制约，没有控制，导致今天景泰蓝的名气与质量几乎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今天的单位发个奖，到街上一看，什么便宜？
景泰蓝瓶子便宜，还挺唬人，得，买俩发奖吧。
我还看到很多旅游纪念品市场中，堆放着大量质量低劣的景泰蓝，很便宜。
这些现象，导致景泰蓝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就是廉价品的概念。
回想历史上景泰蓝的辉煌与地位，真让人寒心！
全国收藏景泰蓝最多的博物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除了南京博物院、西藏博物馆，其他重要的博
物馆里几乎都没有大的收藏。
西藏博物馆中所藏的景泰蓝，都是当年中央政府赠送给西藏的。
当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就有意识地开始收藏。
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观复博物馆从世界各地征集了几百件景泰蓝。
将来博物馆里会有一个专门的景泰蓝馆，供大家欣赏这些非常重要的文物。
景泰蓝虽然是一个外来艺术，但经过元明清三朝皇家的推崇，再加上工匠的不懈努力，使它成为中国
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但由于中国文人不推崇这种繁缛华丽的艺术，导致后人不大重视，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浅薄。
这是因为我们不注重文化史观。
什么是文化史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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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尊重它。
景泰蓝这朵奇葩，反过来被西方人认可。
在西方人心目中，华美的景泰蓝代表着中国灿烂的文明。
那么，下一讲内容，是由西方人带给中国的一门艺术，最后由中国人发扬光大，那就是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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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试图以通俗的方式来讲述历史，颂扬文明。
《百家讲坛》给了我机会，并提供这样一个极为广阔的平台，使我得以展现个人近三十年的积累。
中华文明的魅力很难用语言来表现，无论是谁，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明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但我仍努力去做了。
这要感谢《百家讲坛》的魏淑青主任、制片人万卫先生，他们的肯定，给了我信心；还要感谢编导马
琳、那尔苏、张佳彬、林屹屹，他们的具体工作使讲座增色。
感谢中华书局的顾青先生和责任编辑梁彦先生、孙文颖女士，在本书的出版编辑过程中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
我还要感谢为文明火炬传递不计荣誉的每一个人，正是他们，使我们灿烂的文明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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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未都说收藏(套装全5册)》看点：1.“百家讲坛”图书，拥有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
2.马未都本人的传奇经历，近三十年的收藏经验。
3.近300幅精心选配的图片，引领读者走进漆器、镶嵌艺术、竹雕艺术、名贵材质雕刻、明清铜器、景
泰蓝、鼻烟壶的世界。
4.作者收藏过程中发生的各类故事，情节跌宕，可读性极强。
相关产品推荐：马未都说杂项收藏（6DVD）漆艺之光曲水流觞——早期漆器粉饰生活千文万华——
唐至清代漆器捉刀代笔科罗曼多——雕刻漆器含英咀华百宝争辉——镶嵌艺术雕镂精湛妙趣横生——
竹雕艺术文玩珍赏游刃有余——名贵材质雕刻炉火纯青铸造精湛——明清铜器掐丝填彩繁缛华丽——
景泰蓝方寸之间别有洞天——鼻烟壶(上)秋水盈光掌中乾坤——鼻烟壶(下)文明积累受用清福——文
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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