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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
眼下的大众收藏不仅仅代表一种雅兴和品位，也成为一种新的投资手段。
如何在收藏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无疑是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民间收藏，往往因经济实力不同，购买藏品的档次也不尽相同。
资金雄厚者投资收藏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一般收藏者大都无此财力。
同时，将巨额资金投向收藏又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刚刚起步的收藏投资者尤需谨慎面对。
本书从投资收藏的基本功入手，着眼于大众，重点介绍以小额资金即可购得的收藏品及其投资方略，
倡导从小处入手，购藏具有“原始股”、“潜力股”性质的“黑马”。
购买这样的收藏品投入不大，承担的经济风险小，更易于老百姓接受和运作。
    全书分为七卷。
前两卷具有总述的性质，揭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涵盖各类收藏品的鉴赏与投资，适合各路藏家作为
借鉴。
后五卷分述不同类别的民间收藏品，包括该类藏品所囊括的各种器物及其投资空间、基本行情、鉴别
方法等。
每卷收文若干，皆为手记随笔的形式，乃结合作者本人的收藏体会或所结交的藏友的经历，不拘一格
地畅谈收藏知识、收藏品的价值、投资潜力和购买方式等，用通俗的语言直言不讳地回答人们在收藏
投资上的种种困惑和问题。
    其中，“趋利避害卷”收文12篇。
现今大众收藏热度不减，许多人以此为乐，兴趣益浓。
然而，初涉收藏常存有一种浮躁心理，有的甚至想一夜暴富。
本卷针对收藏市场现状和一些人的种种不良心态，着重讲如何树立正确的收藏理念(如“怀有一颗平常
心”、“不要一口吃个胖子”、“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等)，如何规避投资风险，谨防上当受骗。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谈经验说教训，阐释收藏的谋略和投资的技巧，谈笑问使人获益，不经意中取得
意想不到的收获。
    “识真辨伪卷”收文13篇。
收藏市场作假历来有之，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连老本都赔上。
如今制假、售假者较之古人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像章、票证、古籍、陶瓷等领域，
赝品随处可见。
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误假为真的事不计其数。
一些有足够资金的人士能在商海搏击中获利，却在收藏投资中失误，可见收藏的水深几何。
本卷主要是告诉收藏爱好者怎样应对造假暗流，怎样识别藏品真伪，怎样才能买到货真价实并有投资
潜力的收藏品，以及看新旧、包浆、皮壳、釉光、工艺、材质、造型的基本方法，多为作者经验之谈
，击中要害而又切实可行，非远离“实战”者所能道出。
    “民国书画卷”收文13篇。
民国书画指民国年间的书画作品，包括扇画、信札等。
上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动荡，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建立，有人将这一新旧
交替的时代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期的文化名人，难免会有高山仰止之感慨。
然而，民国时期名人书画一直未被看重，价值不高，而且较为容易得到。
像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叔同、张元济、罗振玉、章太炎、辜鸿铭、王国维、章士钊、林
语堂、郭沫若、马一浮、周作人、钱玄同、黄侃、陈寅恪、刘半农、梁漱溟、钱穆、于右任、沈尹默
、柳亚子、谢无量、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朱自清、冰心、顾颉刚
、梁启超、冯友兰、俞平伯等文化名人的书画墨迹，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具特色。
本卷内容涉及民国时期各种书画名头的收藏空间，购买民国书画的机遇、技巧及如何打地区差和时间
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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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收藏民国文化名人书画正在升温，未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有望成为时尚。
    “珍玩物件卷”收文12篇。
这里所称珍玩物件，主要是指一些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如文玩核桃、天然葫芦、奇石、根
雕、老蚰蛐罐、古旧鸟笼子、鸟食罐、铜镜架、秤砣、雕花板、旧银器、古匣、老徽章等。
本卷对这些藏品一一加以介绍。
珍玩物件大都小巧典雅，文化气息浓郁，备受藏家喜爱；虽非大件，但潜在价值很高，未来市场空间
极大。
    “生活器具卷”共12篇文章。
重点介绍旧时的一些居家老物件，包括老熨斗、茶壶、民间油灯、老钟旧表、老相机、老唱片、老服
饰、旧暖瓶、民间绣品及古玩的座、架、盒和民国铁皮包装盒等。
这些物件在老百姓家里极为常见，有的甚至家家都有；虽然普通，但却具有极高的民俗价值和历史价
值；如果形成系列，更可由此看出其发展脉络。
貌似平常的东西也蕴藏着黄金白银，这些老物件也是收藏的宠儿。
    “商标票证卷”收文10篇。
商标票证具有见证历史的作用，是当今大众收藏的一个主项。
本卷对各种经济票证(包括粮票及其他购物券)、火花、烟标、酒标、老广告、月份牌画、香烟画片、
门券、扑克牌及名片等分别加以介绍，并涉及诸多相关的人和事，从中可见收藏这类藏品的无限空间
和种种乐趣。
    “书报文献卷”收文14篇。
本卷以介绍图文史料为主，包括旧报纸、民国书刊、连环画、老漫画、新老地图、老照片、导游图、
老拓片、印拓、首日封、明信片、现代革命史料等。
这些东西看似一般，其实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自身的文献价值、经济价值极高。
许多资料，如红色收藏、铁路文史资料等，资金投入未必很大，却大都为博物馆所未有，这无疑可作
为大众收藏的一个主攻方向。
    半个世纪前，美国《财富》杂志断言：“艺术品收藏将成为最赚钱的投资产业。
”收藏市场的“蛋糕”确实是大得诱人，但也必须看到，投资收藏是有规律的。
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想在收藏中获益，就一定要把握好投资方略，提升鉴藏水平，讲究方式方法。
只要购藏有术，鉴宝有道，买真别买假，买好别买坏，即便花钱不多，也同样能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
。
换句话说，资金有限的老百姓不但也可以玩收藏，在高品位的收藏世界潇洒走一回，而且还能玩出钱
来，由此赚得一笔财富。
这决不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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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投资收藏攻略》从投资收藏的基本功入手，着眼于大众，重点介绍以小额资金即可购得的收藏
品及其投资方略，倡导从小处入手，购藏具有“原始股”、“潜力股”性质的“黑马”。
购买这样的收藏品投入不大，承担的经济风险小，更易于老百姓接受和运作。

《大众投资收藏攻略》分为七卷。
 《大众投资收藏攻略》的作者是章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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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用秀，1947年生，天津人，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
先后出版《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眼录》、《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
、《收藏家藏玩手记》、《鉴定家谈古玩鉴定》、《雅玩》、《篆刻艺术与刻印技法》、《珍藏吉祥
物》、《章用秀说杂项》、《拓片收藏四十题》、《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天津的园林古迹》
、《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中国帝王丧葬》《中国帝王婚媾》、《戚继光》、《趣谈中国文具》
等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
现供职于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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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收藏留存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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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瓷器，因多年流传于世，都会产生一种“釉光”。
爱好古瓷的人在未全面掌握瓷器鉴定知识的情况下，只要学会观釉光，也能大体判断出瓷器的新旧。
    釉光是难以伪造的时代特征。
凡古瓷，无论是五彩、斗彩、素三彩等彩瓷，还是红、黄、橙、蓝、绿、紫、黑、白等单色釉瓷，在
器物的表层都有这种富含韵味的光泽。
当我们来到博物馆亲眼目睹那些传世古瓷时，无不感到它们的温润晶莹，既宝光内含，又灵气四溢，
这便是古瓷的釉光。
这种久经摩挲难以言喻的美感，是任何高仿瓷器所无法比拟的。
只要善于捕捉釉光，新旧瓷器泾渭分明。
笔者早年就采用这种方法辨别与购买古瓷，深感其实用有效，因此少花了许多冤枉钱，少走了许多冤
枉路。
    古瓷的釉光由年代洗礼而自然形成，自有其特殊之本色。
其一，古瓷釉光润而不燥，其釉面光泽蕴润如玉，光从内发；新瓷则呈耀眼的浮光。
即便是出土古瓷，土锈也是自然渗透于釉里，显得润泽，伪者土锈附表面，用水可以洗掉。
其二，古瓷釉光亮而不火，虽光洁明亮，然决不像新瓷釉表那样有很亮的火光，釉面异常明亮，即行
家所说的“火气”、“贼光”。
就是数百年未开封的古瓷，虽光泽灿烂如新，但釉面还是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温润与深厚，断无炯
炯刺目之感。
其三，古瓷釉光滑而不涩，用手去摸，感到比较滑手；新瓷总感到有涩度，摸起来不舒服。
    近几年，由于民国细粉彩瓷器在古董市场走俏，一些不法之徒抛出一批灯笼瓶、长颈瓶等假冒民国
细粉彩酌器’一物。
尽管民国瓷器烧造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
面对鱼龙混杂、真假难分的复杂局面，笔者通过眼观、手摸细辨釉光，发现这些瓷器虽仿制水平不低
，纹饰比较细腻，器型也与那个时代相符，而器表却是无法掩盖的燥、火、涩，没有民国细瓷釉面那
种自然的发自肌理的润、亮、滑。
当时，我和我的朋友都未买假上当，正得力于“观釉光、辨新旧”的“高招”。
    既然釉光是古瓷的标志，作伪者也在“新瓷作假釉光”上做了，诸多文章。
他们用浆砣轻擦新瓷釉面，使之无光而润，或用机械喷砂、布轮抛光磨去火光，或用氢氟酸拭擦釉面
，再用烟火拭擦，使釉面光泽与旧器相同。
此外，还有用浸药、干熏、茶煮及做土锈来伪造假釉光者。
这些伪品，釉面呆板、干涩、无变化、无层次，用手摸无光滑感，有的在放大镜下还能看到有规则的
划痕，没有古瓷釉光那种古香古色的气韵和妙不可言的感觉。
    无论是收藏青铜器、瓷器、玉器，还是古砚、古陶，都得以有时代特征或绝对纪年的标准器作为依
据而求证其年代及真伪。
一个高水平的藏家，当他拿起一件古代器物一看，就能马上对号入座，立即说出其出自哪朝哪代。
有人管这叫“过电影”，所谓“过电影”其实是用类型学的方法判断器物的年代。
李学勤先生指出：“通过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逐渐建立起种种器物的演变系列，这乃是鉴定文物的
可靠标尺。
”用这个标尺，不仅能辨出真伪，而且能推定文物的年代和地域。
    类型学又叫形制学、器物形态学、标型学、型式学或型制学，是考古学特有的方法。
它专门研究过去人类制造、加工过的物质或痕迹的形制上的特征，探索它们的发展规律，推断器物的
年代。
历史上的每一种遗物、遗迹都有一个产生、盛行和消失的过程，每一件古代器物都有其在一个历史时
期内的形制和工艺上的特征。
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可以对同一类出土文物在广泛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各种特点，选定若干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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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时代特征或绝对纪年的标准器作为依据，再对照其他待鉴定文物，进行比较分析而作出判断。
对一些传世古物用考古发掘出土的标准器对照比较鉴定，这是文物鉴定的一个突破，它比传统的鉴定
方法更加科学而严密。
    拿玉蝉来说，蝉这种动物在中国先民的心目中是神奇的。
它那出于泥土、脱壳羽化、以鸣报夏、食露而生的特性，早在远古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它的形象是中
国玉器造型艺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
玉蝉圆雕小巧圆润，不易损伤，保存完好的传世品很是多见，又因其含义吉祥；素为藏家所重。
当今古玩市场上玉蝉常见，然时代、优劣不一，真伪混杂。
随着考古学发掘的进展，现已从出土实物中获得一批红山文化玉蝉、石家河文化玉蝉、周代玉蝉、汉
魏两晋玉蝉、宋至清代玉蝉。
经过对各代出土实物的类比分析，归纳出各代玉蝉用料、形式、雕工的不同特点，从而为玉蝉的断代
、辨伪找到了依据。
    用类型学的方法不但可以找出各代文物在器形上的差异，而且能够比较出器物纹饰的区别。
比如以龙为装饰的器物，通过稳定时期的标准器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回首龙纹玉佩，龙一般作张口
状，下颌有须，龙躯往往是浮雕谷纹，或是排列有序的勾连云纹，足部多呈尖曲形，足爪不分开；隋
唐时期的玉龙纹饰，嘴角和腿部特长，尾部似蛇；宋代基本如唐代，但爪过于臃肿，下颚开始上翘；
南宋至元代的龙体上出现飘扬的毛发，腿部筋骨外露，多为三爪；明代中期以后，龙首上毛发上冲，
龙须外卷，龙爪似风车；清代则龙首毛发横生，锯齿形腮，尾部似花叶，爪无力。
找出纹饰上的规律，再结合其他方面的观察分析，基本上可解决龙纹玉佩年代的判定。
P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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