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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的收藏，乱世的黄金。
一句话道出了收藏的价值和时间。
那么如何收藏？
收藏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就显的极其重要，非如此，只会是花钱买添堵还搭上时间、精力，最后只能是贻笑大方还浪费钱财。
    如今介绍收藏知识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车载斗量，而许多情况下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系统的去学
习或者面授听课，如何汲取收藏的最基本知识？
如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对收藏知识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呢？
本书就是本着这个宗旨编撰的，以便让读者在短时间内熟悉收藏的基本知识或者叫经典的收藏知识，
这样在面对林林总总的各类文物古董时能有一个初步清晰的认知，以减少吃亏上当的几率。
使收藏者能在收藏实践和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辨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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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经典的收藏常识》（作者盛文林）旨在让读者在短时间内熟悉收藏的基本知识，对各类收藏
品，如书画、玉器、钱币、瓷器等，有一个初步清晰的认知。
《最经典的收藏常识》使收藏者能在收藏实践和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辨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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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玩，又称文物、骨著等，被视做人类文明和历史的缩影，融合了历史学、方志学、金石学、博物学
、鉴定学及科技史学等知识内涵。
经历无数朝代起伏变迁，藏玩之风依然不衰，甚而更热。
其中自有无穷魅力与独到乐趣。
    部分收藏爱好者，在如何正确理解文物与古董、古玩、艺术品的辩证关系方面还存在着模糊认识。
“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对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如建筑、碑刻及各种艺术品等。
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水域和领海中
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与此同时，《文物保护法》还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
有权受法律保护。
    “文物”两字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是礼乐、典章制度的统称。
到唐代，其涵义与今天的涵义比较接近。
文物从时间上看，有古代、现代，也有当代的。
它涵盖各个历史时期。
但文物是有一定层次的，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又可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
级文物。
《文物法》对一、二、三级文物标准作有界定和规定。
我们通常所说的古董、古玩和艺术品，应该特指民间收藏的、不在国家禁止买卖之列的那部分文物。
公民合法所有的文物，法律允许其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和流通。
    清朝以前，人们把珍贵的古物称为“骨董”，所谓“骨”，取肉腐而骨存之意，意思是保存过去之
精华。
后来渐变为古董、古玩。
实际上“古董”、“骨董”和“古玩”是一个意思，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叫法不同而已。
从文物和古董或古玩的比较来看，文物在时间的涵盖上要大于古董或古玩，因为文物可以是古代，也
可以是现代或当代，只要是优秀的文化产物都可以被列入文物范畴。
而古董和古玩则不然，现代和当代的东西不能称为古董和古玩。
由于许多文物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所以收藏爱好者又将其泛称为收藏艺术品。
一件古代艺术品，对文物部门来说就是文物，因为它有文化保护价值；对投资者来说就是古董，因为
它有增值价值；对收藏家来说就是古玩艺术品，因为它有艺术鉴赏价值。
国家出于保护文物的考虑，对于非国宝级的文物，鼓励“藏宝于民”，并且允许民间依法流通，这为
民间收藏事业的发展和古玩艺术品市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及后来的国务院所颁布的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
的法规，都沿用了“文物”一词。
直到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才把“文物”一词
及其所包括的内容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其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一切历史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已不仅限于古代，而是包括
了近、现代，直到当代。
    世界各国对不同类别的文物，各有其通常使用的名称，但尚无概括所有类别文物的统称。
欧洲在17世纪英文和法文中都使用Antique一词，此词一说源于拉丁文ante，原意是古代的，从前的。
另一说则认为英文这个字是直接来源于法文，开始作为名词使用时，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
遗物，后来才逐渐发展成泛指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其词义接近于中国所谓的古物、古董。
日文所说的“有形文化财”，近似于中国所指的文物，但其涵义和范围又不尽相同。
在国际社会，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简称教科文组织)会议通过的一些有关保护文物
的国际公约中，一般把文物称作“文化财产(Cultural Property)”或者“文化遗产(Cuh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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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所指的内容并不是等同的。
从公约所列举的具体内容来看，前者是指可以移动的文物，后者是指不可移动的文物。
    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在国际上起初曾定为1830年，起源于1930年美国的关税条例。
该条例规定凡1830年以前制作的艺术品可以免税。
以后在国际上，不少国家把这一年定为文物的年代下限。
后来美国在1966年通过了新的关税条例，又规定“自免税进口报单提出之日起，凡一百年以前制作的
文物”概予免税进口。
因而目前按国际上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
但是也有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另作规定，如希腊就把1450年作为文物的年代下限。
  首先，应该对古玩收藏活动持有清醒客观的认识，消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误解，摆正心态。
为什么古玩收藏会产生这么大的魅力？
除了收藏活动给人们带来文化精神享受和艺术熏陶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看重它的投
资赚钱，使资本保值增值的功能。
在收藏界的确盛传着不少依靠投机或投资买卖，拾漏捡遗而一本万利，获益丰厚的佳话美谈。
不幸的是人们只看到这些表面赚钱的热闹现象，而没有去深人探究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赚钱。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正是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赚钱案例，不仅引起了人们来参与古玩买卖的兴趣，并且使人们对古玩
收藏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片面认识，错误地以为买卖古玩可以获利保值，从而盲目地，在没有了解掌
握必备知识的情况下草率购买。
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许多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因为轻率购买而上当受骗、血本无归。
古玩收藏是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活动。
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的过程。
它没有捷径可走。
真正有心从事收藏活动的人士，只有潜心研究鉴赏知识，了解市场动态、行情，才能懂得对繁杂的古
旧物品有所甄别取弃，才能侥幸少花冤枉的学费。
所以搞收藏切忌短视盲目，唯利是图，应该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增添生活情趣为主要目的，个人投
资理财仅为其次。
这样心态平和、心理健康地从事收藏活动，或许在经济回报上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应该注意到进行古玩收藏活动与任何投资活动一样存在着相应的风险。
其中最基本的包括政策法规的风险，操作失误的风险和套利的风险。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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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今介绍收藏知识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车载斗量，而许多情况下时间又不允许我们系统的去学习
或者面授听课，如何汲取收藏的最基本知识？
如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对收藏知识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呢？
    《最经典的收藏常识》(作者盛文林)旨在让读者在短时间内熟悉收藏的基本知识，对各类收藏品，
如书画、玉器、钱币、瓷器等，有一个初步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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