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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素称文物之邦，历代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多不胜数，不仅可供我们稽考先贤制作之源，寻索其
变化之迹，也是中华先祖精神之结晶、民族文化之表现。
古代工艺的兴废，每与国运世变、政经发展有密切关系。
举凡国家政治清明者，其制品必定精良；反之则不然。
譬如汉唐陶器，其规模之宏大，远胜辽金。
清代自嘉庆以后，其瓷器之质亦远逊盛清康、雍、乾三朝。
古文物之收藏现象亦是如此，灾年饥民，盛世文物，千真万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更强，民更富，收藏之风蔚然而起，作为中国人，我自豪；作为收藏家，我
鼓舞。
　　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对这些国宝珍品，如何保存研究？
如何出版陈列？
藉以发扬我国艺术与文化，实是我中国人之共同责任。
今万卷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中国民间个人收藏丛书”，分门别类逐年推出，无疑是对“藏宝于民”这
个良策之喝彩，是应受到公众欢迎及支持的益事。
　　嗜占敏求，不独可以陶冶性情，可以陶冶性情，更可以从中领略到不少书本上所缺乏之实际知识
。
古文物经历千载朝代更迭与兴衰，欣赏之余，也感到人生造化，可使个人对于成败得失，处之泰然。
此外，要成为一位快乐的文物鉴赏家，更须具有深厚涵养、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才能明辨真伪，
详考文物之历史源流。
　　在此竞争之现代商业社会中，收藏及鉴赏文物无疑是一种无形的自我提升，也深具潜移默化之协
调作用。
从个人之亲身体验而言，我深感受用不浅，乐趣无穷。
想来，“中国民间个人收藏”丛书的作者藏友们，大概也会有这般感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书收藏>>

内容概要

　　这是有关古书收藏的入门指导书。
由著名古书收藏家韦力先生撰稿，书中介绍有关古书收藏的一些专门知识，如版本名词、书界用语、
古籍用纸、古籍的装帧形式、古籍的作伪、藏书的类别、藏书印和收藏古书的参考书，以及作者的经
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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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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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古籍版本的作伪第六章 藏书类别第七章 古书的附属藏品第八章 古籍书源第九章 收藏古籍参考书第
十章 藏书印第十一章 古代著名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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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1年始对藏古书发生兴趣，至今已逾廿载，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这短短的20余年中，古书市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每次变化来临时，自己都没有能具有前瞻性地
把握好，虽有得手，亦属侥幸，大多都有事后诸葛之叹。
　　1990年以前，古书价格同50年代没有太大区别，一部四、六本清版不过三五元钱，几十元一部的
古书已属善本，百元以上都是珍籍了，与今日书价相比，恍若隔世。
但话又说回来，当时也挣不了几个钱，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书从来都没有便宜过。
当时，寒斋藏古书不满5000册，但自我感觉已十分自得。
1993年，中国书店举办第一次古籍拍卖，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办的“古籍第一拍”，书之底价，均是在
门市价标后一律加一个零，并且还有的加了几十倍。
当时认为这是对外国人的，国内买家也大多认为如此高价属痴人说梦。
　　1994年10月，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行该公司第一次古籍拍卖，其价格基本比照中国书店，拍卖结
果之成功令所有不看好之人大跌眼镜，而且买家基本都属国内，大多也不属藏书圈内人士。
这种结果，对书界引起极大震动，认为读书人再难买得起古书了，甚至有些书友产生了不想再藏书的
念头。
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今日之收藏古籍，已不同于以前，在经济大潮中，几乎任
何门类的收藏都难以背离价值规律，集邮观念的转变就是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20世纪80年代初，集邮者均是以票票相换，以钱票交易为耻：20世纪80年代中期炒邮票大热，还是有
许多集邮家发表大块文章极力批判，认为买卖邮票污染了集邮者的心灵：到20世纪90年代，炒邮票已
同炒股票一样，可以整版地发表炒邮之技术分析了。
那么古书是否也会走入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既然古书具有文物性，而文物又具有其先天的经济价值，那么大量书圈以外的人士购买古书投资保值
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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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我国素称文物之邦，历代遗留下来的古文物多不胜数，不仅可供我们稽考先贤制作之源
，寻索其变化之迹，也是中华先祖精神之结晶、民族文化之表现。
古代工艺的兴废，每与国运世变、政经发展有密切关系。
举凡国家政治清明者，其制品必定精良；反之则不然。
譬如汉唐陶器，其规模之宏大，远胜辽金。
清代自嘉 庆以后，其瓷器之质亦远逊盛清康、雍、乾三朝。
古文物之收藏现象亦是如此，灾年饥民，盛世文物，千真万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更强，民更富，收藏之风蔚然而起，作为中国人，我自豪；作为收藏家，我
鼓舞．　　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对这些国宝珍品，如何保存研究，如何出版陈列，借以
发扬我国艺术与文化，实是我中国人之共同责任。
今辽宁画报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民间个人收藏丛书”，分门别类逐年推出，无疑是对“藏宝于民”
这个良策之喝彩，是应受到公众欢迎及支持的益事。
　　嗜古敏求，不独可以陶冶性情，更可从中领略到不少书本上所缺乏之实际知识。
古文物经历千载朝代更迭与兴衰，欣赏之余，也感到人生造化，可使个人对于成败得失，处之泰然。
此外，要成为一位快乐的文物鉴赏家，更须具有深厚涵养、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才能明辨真伪，
详考文物之历史源流。
　　在此竞争之现代商业社会中，收藏及鉴赏文物无疑是一种无形的自我提升，也深具潜移默化之协
调作用。
从个人之亲身体验而言，我深感受用不浅，乐趣无穷。
想来，“中国民间个人收藏”丛书的作者藏友们，大概也会有这般感受。
　　徐展堂　　2001年4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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