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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在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在文艺、历史和科学三大领域
都留下了无数极具价值的瑰宝。
以艺术为例，书画、青铜器、瓷器、碑刻、古玩、手稿、家具、服饰等等，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境
界。
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热爱收藏，富有情趣的民族。
千百年来，通过这些瑰宝的保存、传承和研究，延续了文明的血脉，陶冶了子孙后世的情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华人地位一落千丈，国之瑰宝流散域外。
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催生了祖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华文明再一次为世人瞩目。
海内外华人的勤奋和创造，使华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大为改观，盛世收藏随之复兴。
2008年10月金秋，全球华人收藏家云集上海，召开了首届华人收藏家大会。
业界精英济济一堂，老友新朋互相切磋。
大会以“收藏：感知文明，怡养情致”为主题吸引了各路专家、学者。
会议期间，三十余位专家作了演讲，一百多人提交了书面论文和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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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家谈收藏·文化篇》着力于对华人收藏文化的历史沿革、地域特点、中介组织等的考证和介绍。
书中围绕收藏的专业、专题和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探索收藏的规律，郎绍君、余秋雨、范季融、郑重
、洪三雄、杜南发等众多名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以专题讲座、主题讲座和对话会的形式回答业
界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启迪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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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近现代中国画的收藏一、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画的特点与价值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画具有怎样的
特点和价值?这是收藏家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画成就非凡，值得特别重视。
理由是：第一，画家们对千余年的画史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批判了明清以来的摹古风和宗派主义观念
，强调了转益多师、师法造化和个性创造，出现了吴吕硕、齐白石、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溥儒
、吴湖帆、张大干、傅抱石、李可染、陈少梅、陆俨少、江兆申等一大批优秀画家。
第二，借鉴西画以变革中国画成为潮流，这个潮流多方面探索了中国画向现代演变的可能性，大大改
变了中国画的面貌与格局，其中人物画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出现了以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赵
望云、叶浅予、方人定、石鲁、黄胄、王盛烈、方增先、杨之光、周思聪等一大批新型国画家。
此外，在20世纪的后半叶，陆续出现了把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方法特别是抽象观念和方法移植到中国
画的探索，其先期代表人物有李仲生、吕寿琨、刘国松、谷文达等，继而又出现一批以“现代水墨”
命名、锐意求新的年轻的探索者。
我把坚持传统画法和风格的作品称作“传统型”；把融会中西又基本保持中国画面貌的作品称作“泛
传统型”；把探求抽象形态的“现代水墨”作品，称作“非传统型”。
三种类型的形成，意味着中国画已经多元化，谈中国画的特点和价值，必须根据不同的类型与标准，
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再作笼而统之、以偏概全的论述。
我对三种类型中国画的看法，在《中国画的类型与批评》一文中作过些分析，这里不妨述其大略。
传统型：其主要特点是坚持传统绘画基本的语言方式——笔墨方法。
笔墨方法不仅包括写意画的笔法墨法，也包括工笔画的“骨法用笔”以及相关的晕染法。
传统型画家也有适当吸收西画因素的（如李可染），但他们并不因此改变笔墨语言这个基本特色。
称为“传统型”，是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古典的，即在形态、性质上属于古典艺术——被现代中国人
所广泛接受、仍有生命活力的古典艺术。
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它们高度成熟与完美，不存在“转型”和“现代化”的问题。
要它们“转型”和“现代化”，无异于破坏和否弃它们的基本特色和完美。
但这不是说传统型中国画是重复古人，不，它们仍在流动和演进，只是这种流动演进不采取突变、断
裂的方式而采取渐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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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10月，首届华人收藏家大会在上海召开。
对华人收藏进行系统研究，是这次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收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前人有关收藏的笔记和著录等文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使收藏这门古老的、倾向于感性的经验描述逐渐上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使昔日局限于收藏家小范围的鉴赏扩展为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文学科，这是上海市召开华人收藏家大会
的初衷之一。
基于以上明确的认识，组委会迅速组织了我国内地、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和北美、澳洲、欧洲一些国
家的专家学者，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撰写；同时对上述地区的华人收藏家进行采访。
令人惊喜的是，在短短半年中，竞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
三本大会文献刊发后，得到了有关领导、与会嘉宾和学界的高度评价。
然而由于时间紧迫，难免留有不少遗憾。
为满足读者需求，今在三本文献的基础上再次编辑整理并补充插图，分四册正式出版，希望能对我国
收藏学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书稿付梓之际，我们首先要感谢所有的撰文专家、受访者和采访者，是他（她）们的辛勤劳动，使
本书闪烁着智慧之花。
东方出版中心策划出版这套书，嘉惠学界，更显示了其远见卓识。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杜南发先生、香港吴继远先生及北京蒋潇睿小姐等，给予了鼎力相助，才
使我们的工作顺利展开。
最后，向本书的审读、校对和编辑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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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谈收藏(文化篇上下)》：总结收藏经验，探寻特点规律，推动文化研究，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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