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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穿越收藏的旅程　　这是一个奇异的旅程，能够穿越古今的时空经纬，和那些岁月的珍藏一起回
溯久远的年代。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曾经的过往，并非都像缥缈的云烟消散得无影无踪，它们在有意和无意之
间，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无声地见证着人类在漫长的历程中走过的沧海桑田。
这些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蛰伏着悠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它们犹如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珠
贝，串联起来就编织成了闪光而又珍贵的记忆，那里诉说、还原着历史的真实，诠释着无数历史谜团
的答案，镌刻着人类发展的光辉足迹。
它们像巨大的磁石一般，吸引着人们去探索、追寻和守护，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活动就是收藏。
　　在人类的蛮荒时代，智慧的先民们就已经懂得收藏生产生活中的种种遗迹了。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了集中收藏的倾向。
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收藏活动的内容日渐丰富。
在奴隶社会时期，收藏活动凸显繁荣，许多珍贵的古代艺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收藏活动的重地，公元前6世纪，已经开始了有规模的收藏活动。
公元前284年，托勒密王朝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创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科学和
艺术中心。
中世纪的时候，僧侣垄断了文化和教育，教会担当起收藏古物和标本的职能，为此许多有名的修道院
变成了藏品丰富的博物院。
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的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欧洲文化运动的狂潮，拜占庭时期的手抄本、罗马废墟
的古代雕像，激起了人们对希腊、罗马时代古典文化的热烈向往，一股收藏热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
无论是教皇、君主还是平民，都成了热衷收藏的收藏家，雕像、古币、金银首饰等，都成了人们竞相
收藏的对象。
同时，他们把收藏的触角伸向了亚洲、非洲甚至更远的一些地方。
此时的私人收藏方兴未艾，出现了美第奇等一些著名的收藏家族。
另外，西班牙王室、法国凡尔赛宫、意大利佛罗伦萨及梵蒂冈等的收藏也是声名远扬，这些都为后来
一些著名博物馆的诞生奠定了藏品基础。
16世纪的私人博物馆，不再仅向贵族开放，而逐渐向社会大众打开。
18世纪，在工业革命和欧洲民主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国家博物馆相继建立，如著名的大英博物馆、法
国卢浮宫的对外开放，标志着博物馆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一部分。
19世纪，收藏进一步走向民间，此时是大型和综合性博物馆发展的高峰时期，到20世纪初，博物馆收
藏趋向专业化，考古、艺术、科学、教育等各种博物馆都建立起来，此时的收藏已经进入一个日臻完
善的阶段。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它丰富的收藏在世界
上令人叹为观止。
俯拾历史的碎片，我们可以窥见奇幻诡异的收藏世界，可以清晰地梳理几千年的发展脉络。
它经历了石器时代的滥觞期，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孕育期，秦汉的成长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
展期，隋唐五代的成熟期，宋代的高峰期，金元的回落期，明代的平稳期，清代的飞升期，民国的黄
金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浪潮期。
在此期间，中国的收藏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
　　石器时代，人们崇拜自然力、动物和图腾，于是各种动物骨头成为收集的对象。
商周时期，王室和贵族就已重视收藏活动了，他们把藏品集中起来，并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
春秋战国时，帝王将相和著名学者均有丰富的收藏。
而在汉代，收藏视为帝王贵族们的一种特权，他们开始重视对人物画像和书法的保藏。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收藏开始兴起。
国力强大的隋唐盛世，从帝王、文人到平民百姓，对收藏都怀有浓厚的兴味。
宋代则是中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巅峰时代，宋皇室以及士大夫竞相收藏，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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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学术著作。
金、元、明时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没有间断，但水平不及宋代。
清代是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不仅皇室收藏非常丰富，民间收藏也很盛行。
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缂丝、拓本等，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堪称收藏的集大成者。
同时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更盛，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
家、研究者和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物著述。
即使在民国以后的战乱时期，中国的收藏依然不曾停止前进的脚步。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收藏十分关注，如今的收藏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呈现了异彩纷
呈的多元格局。
　　收藏的旅程既不单调也不落寞，沿途交叉闪现的宫廷、民间、博物馆收藏的繁复风景，沉淀着人
类的智慧和文明。
在众多的藏品背后，隐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或许惊心动魄，或许扑朔迷离，它们无比生动传
奇，倾诉着岁月珍藏中的艰辛和快乐，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历史和文化。
虽然那时的人物已经随着时代悄然逝去，但幸存下来的珍宝却穿越时空的隧道，静静地伫立在喧嚣的
世间，见证着那段历史以及发生过的一切，沉默无语，亘古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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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过古今中外的历史帷幕，揭开人类文明史上有关收藏的神秘面纱。
无论是鲜为人知的故事，还是扑朔迷离的传奇，皆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中
国和世界收藏文化的岁月过往。
从皇家宫廷到普通民间，从国家博物馆的珍奇公藏到个人收藏家的私房宝贝，无不沉淀着人类的智慧
和文明，并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蜿蜒了神奇诡异的收藏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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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始皇帝焚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长期争霸割据的混乱局面，
统一了中国，当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皇帝，称为始皇帝。
建秦之初，始皇帝实施了一系列治国的策略，他把天下分为36个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
但是秦国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力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
他们以《诗》、《书》以及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
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对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充满了威胁。
坚持法制的丞相李斯斥责儒生们是各尊私学、诽谤朝政的不法之徒，很想找个机会整治他们一下。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一天，正值始皇帝的生日，他借机在富丽堂皇的咸阳宫召开了
盛大隆重的酒会，上下群臣都来庆祝。
宴饮期间，70位有学问的大博士为始皇帝祝寿，始皇帝非常高兴，这时，仆射周青臣端起酒杯向始皇
帝敬酒并逢迎地说道：&ldquo;自古至今的帝王都不如陛下您德高望重呀。
&rdquo;　　在座的读书人听了这句话很有些不以为然，但有碍于皇帝的面子，敢怒不敢言。
这时，恰恰有一位叫淳于越的博士是个书呆子，平素说话无所顾忌，他当面反驳周青臣的话，并转向
了法今还是法古的话题，提出废郡县，立分封的主张，认为&ldquo;凡事如果不学习古人就不能长久生
存&rdquo;。
其实战国诸家就这个话题已经争论了不知多少次，儒家一直主张法先王，而法家则坚持以为审时度势
的&ldquo;察今&rdquo;更为重要。
淳于越的一席话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禁不住怒斥道：&ldquo;儒生们不关注现在的局势
而一味地效仿古人，认为现在的世道不好，这简直是在蛊惑百姓。
&rdquo;李斯截然不同的意见令酒桌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李斯又说：&ldquo;过去天下大乱，没有能统一全国的领袖，所以落得个诸侯纷争的局面，这都是用古
人的道理害了现在，用虚伪的粉饰掩盖了当今的真实，人们都喜欢学习私家学说，但那不是皇上建立
的。
现在陛下拥有统一的天下，而私家学说则是法制以外的礼制。
用私家学说讨论问题，心存各种想法，随便在街头巷尾议论，不是以皇帝的名义，一群人在下面随意
造谣诽谤，如果不禁止的话，皇帝的威望就要下降，国家岂不是又要乱了吗？
&rdquo;李斯就此倡言：&ldquo;史官除了《秦记》都要烧掉。
没有担任官职的博士，敢有藏《诗》、《书》、百家语的，必须到太守和县尉那烧毁。
有敢议论《诗》、《书》的必须丢掉书本，用古时礼制诽谤现在的一律株连九族。
&rdquo;始皇帝听着李斯的一番慷慨陈词没有马上表态，但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李斯的话，觉得正是用了
法家的严刑峻法才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最终得以吞并六国统一宇内，李斯的话是
对的。
想到这儿，始皇帝当即决定批准李斯的焚书建议。
至此，在座的博士们不敢再说些什么，酒会也不欢而散，随后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开始了。
　　没过几天，秦政府发布诏令：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
全部烧毁。
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
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罚修长城4年；下令后如还有人敢议论《诗》、《书》的判处死刑；以古非
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
焚书的诏令颁布后，他们在临渭这个地方设置了焚书台，把该烧毁的图书都集中在此，很快点燃了焚
书的烈火。
一个月内，咸阳城外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许多珍贵的典籍和文献都在瞬间化
成了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空前绝后的摧残。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ldquo;焚书&rdquo;事件，也是我国古代图书遭受的第一次大劫难。
　　始皇帝在民间焚烧《诗》、《书》、百家语（博士执掌的这些书籍还是被保留下来），其实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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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禁绝私学，退回到学在王宫的旧时代。
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号召百姓学习各种法令，以期建立一个封建大一统的法制的
国家。
　　就在始皇帝大肆焚书的时候，秦人便想方设法把珍贵的典籍藏匿起来，他们有的把书藏在大酉、
小酉两山的山洞里，有的藏在芭蕉茎内，因此有些书籍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相传孔子故宅里的水井旁有一道夹墙，是孔子的九世孙孔鲋所建。
他为了逃避焚书的劫难，将孔子的《尚书》等经书悄悄地藏在夹墙中，这个秘密一直封存了几十年。
直到西汉初，鲁恭王扩建他的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才发现了这批珍贵的经书，后人在藏书旧址建墙
刻碑，称为&ldquo;鲁壁&rdquo;。
　　其实始皇帝焚书这一举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
关国家的安危，任何一个王朝都是非常重视的。
几千年后，一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城墙与书》中揭示了始皇帝的内心：&ldquo;在空间中修造城
墙以及烧毁代表时间的书籍，犹如一道魔术的屏障，目的旨在阻挡死亡的来临。
&rdquo;由此可见，始皇帝焚书无非是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一个手段，透过焚书的烈焰映出了一代君
王唯我独尊的狭隘和固执，也演绎着秦王朝外强中干的恐惧和疯狂。
　　始皇帝时代的藏书　　秦朝把明堂、石室、金匮当做国家藏书的地方，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
宫廷所藏的书籍主要供皇帝阅览、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的藏书按职能部门分管；丞相府掌管郡县
的图籍、户籍、计簿等；御史府收藏律令的图书；史官分掌各国的史籍、盟书；博士官管理《诗》、
《书》及百家书。
其中秦官府藏书规模较大，大都是秦朝多年收藏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的秘藏，以儒家经典、百家之言、
秦国史记、典章律令、舆地户籍、兵家秘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树等内容为主。
　　？
？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楚王项羽攻进咸阳烧了阿房宫，熊熊大火持续了3个月，官府所藏的典
籍全部付之一炬。
　　2.因国宝而斩头的王后　　公元前168年，西汉文帝的爱子淮阳王刘武被封为梁王，人们叫他梁孝
王。
梁孝王和景帝是同母的兄弟，他们的母亲是窦太后。
哥哥景帝很喜欢这个聪明机智的弟弟，经常赐给他大片的土地、无数的金钱和珍宝，于是他成了当时
有名的全国首富，家产比国库里的还要多。
这种特殊的待遇和宠爱，令其他的几个诸王羡慕不已。
每次入朝的时候，梁孝王都与他的哥哥景帝同车、同饮、同游猎，过着奢侈豪华的帝王般生活。
有一次，景帝和梁孝王在一起饮酒，酒酣之时拍着梁孝王的肩膀说：&ldquo;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rdquo;梁王听罢非常高兴，以后更加卖力地为皇上做事。
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突然反叛，在此危急时刻，梁孝王以&ldquo;诛晁错，清君侧&rdquo;的名义率
军西征，死守淮阳，派韩安国、张羽大将军，共同抵抗吴楚联军，叛军受到顽强的阻击，从而控制了
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由于梁国在平叛七国之乱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梁孝王更加得到皇上的恩宠，财富也迅速增
加，梁国也进入了强盛时期。
　　梁孝王不仅是富贵等身的皇亲国戚，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
他搜罗了许多国宝级的文物，其中以一件青铜罍最为珍贵。
青铜罍诞生于商代晚期，是大型的酒器，呈圆形或方形，常被当做重要的礼器使用。
在王室和贵族的盛大宴会上，罍是必备的酒器，但很快被青铜尊所代替。
因此青铜罍流行的时间短，数量少，流传于世的珍品可谓凤毛麟角。
梁孝王藏的这件青铜罍，是他到京城看望母亲窦太后时，太后赏赐给他的。
梁孝王是窦太后最小的儿子，既听话又能干，深得窦太后的宠爱，得到的赏赐数不胜数，但他最喜欢
的还是这件价值连城的青铜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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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青铜精炼铸造而成，器身上用金丝镶成龙飞凤舞、祥云缭绕的精美纹样，造型庄重雄浑，气势不
凡。
梁孝王得到这件宝物以后，就对它格外珍爱，常常把它放在身边随时观赏。
　　汉景帝废除太子后，窦太后想让梁孝王继承王位，但这一想法遭到朝中袁盎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因此梁孝王和袁盎等人结下了仇怨，并暗地里派羊胜、公孙诡等人行刺袁盎等人。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景帝的耳朵里，经过盘查后，发现幕后的操纵者竟然是他的弟弟梁孝王，景帝对他
的行为既震惊又恼怒，从此断绝了和他的来往。
　　梁孝王仿佛从天上坠落到地下，失宠的感觉令他不能自控，常常郁闷之极，欷歔不已，不久就得
了一场大病。
公元前144年6月，梁孝王的病已无可救药，临终前他还一直念叨着家藏的青铜罍，并再三叮嘱李王后
说，以后想念他时，就把青铜罍拿出来看看。
一句话说得李王后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最后他又立下遗嘱：&ldquo;此罍价值万金，要好好收藏，切勿给予别人。
&rdquo;直到李王后点头答应后，他才放心地合上了双眼。
　　梁孝王死后，梁国的疆域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国土被分成了5块，梁孝王的5个儿子每人继承一块，长子刘买继承了梁王的爵位，当上了梁共王
。
刘买在位的时候，其国力和财富远远逊于梁孝王时代，生活不算很富裕，但在这种情形下，他依然谨
记父亲的遗训，好好守护着家传的宝物青铜罍。
　　转眼10年过去了，梁共王刘买也去世了。
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成为梁平王。
梁平王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任王后，梁平王对她十分宠爱，任王后逐渐变得张狂任性。
她听梁平王说府库中有一件举世罕见的青铜罍是祖辈相传的宝物，就缠着梁平王想把那件青铜罍放在
自己身边。
这时祖母李太后（刘武之妻）还在世，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有些愠怒地对任王后说：&ldquo;先王
临终前留有遗命，不准把青铜罍给任何人，库里有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可以随便挑选。
&rdquo;但是，蛮横任性的任王后根本听不进去祖母李太后的话，冲着梁平王大哭大闹。
梁平王实在拗不过任王后的纠缠，只好听了她的话，到府库中取出青铜罍交与任王后，任王后这才破
涕为笑。
祖母李太后知道后非常愤怒，狠狠斥责了他们一通。
刚好这时有朝廷的使者到梁国巡察，李太后就想把这件事告诉使者，让皇上好好处置他们。
梁平王和任王后知道后又气又怕，关上门不让李太后出去，李太后和他们争执的时候，一不小心被门
缝夹住了手指，钻心的疼痛令她没了力气，最终没能见到朝廷的使者，不过他们之间就留下了很深的
怨恨，李太后成了任王后的眼中钉肉中刺。
据说李太后暗地里和食官长、郎中尹霸等人通奸，任王后抓住把柄后，将李太后那些难以见人的风流
丑闻传得宫内人人皆知。
李王后恼羞成怒，但又知是自己的错，&ldquo;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rdquo;，心中充满愤懑，不
久就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很快到黄泉见梁孝王去了。
在李太后生病期间，对过去耿耿于怀的任王后，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她，去世以后也不肯为她守孝。
　　在李太后死后不久，有个叫类犴反的淮阳人犯了罪。
原因是有人伤害了他父亲，这个人是淮阳太守门客的朋友。
一天他和太守门客同车外出的时候，当太守门客下车后，类犴反就伺机杀死了他的仇人并出逃。
淮阳太守知道这件事后，下令梁国的官员缉拿类犴反，但一时查不到他的踪影，就逮捕了他的亲属当
人质。
为了救出自己的亲人，类犴反将他知道的梁国宫中秘事向朝廷告发了，并说出梁平王和任王后与李太
后之间的恩怨，将青铜罍一事详细禀报了朝廷有关人员。
朝廷官员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重视，觉得有必要禀奏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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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知道此事后深感气愤，痛斥梁平王蛮横无理令家庭失和。
朝廷百官提出要按法律处置梁平王，将其降为平民，但汉武帝念其祖辈世代忠良，不想从严发落，下
诏将梁国境内拥有的18个县减为10个县，同时认为这件事是由任王后惹的祸，应该罪不可赦，于是将
任王后处以死刑，这个不孝的王后最终为争得国宝丢了身家性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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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收藏的旅程》讲述宫廷收藏、博物馆收藏和私人收藏的精神盛宴说收藏的秘密，讲收藏的故事，见
证人类历程，还原历史真实《收藏的旅程》穿越古今时空经纬，和岁月珍藏回溯久远年代，收藏的旅
程并不寂寞，有你我一起品味珍藏的妩媚。
收藏的旅程既不单调也不落寞，沿途交叉闪现的宫廷、民间、博物馆收藏的繁复风景，沉淀着人类的
智慧和文明。
《收藏的旅程》在众多的藏品背后，隐藏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或许惊心动魄，或许扑朔迷离，
它们无比生动传奇，倾诉着岁月珍藏中的艰辛和快乐，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历史和文化。
虽然那时的人物已经随着时代悄然逝去，但幸存下来的珍宝却穿越时空的隧道，静静地伫立在喧嚣的
世间，见证着那段历史以及发生过的一切，沉默无语，亘古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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