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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鉴赏收藏鉴赏本版系与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联办

弘扬丝路精神 提高鉴赏水平
2016年第五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海召开

记者 陈友望

盛世兴藏，博古知今。11月25日，2016第五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暨“一带一路”收藏文化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内外
的两百多位华人收藏家、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自2007年创立以来，分别在上海、台北举办，如今为第五届。

本届大会秘书长陈志强说，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自2008年举办首届大会以来，秉承“传承文明，保护遗产，促进交流，颐养情致”的宗
旨，通过举办雅集、论坛、文献出版、展览等活动，为促进海内外收藏家的团结，提升收藏家的素养，做好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中华文化遗产
工作，传播中华文明起到了积极作用。本届大会主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提高鉴藏水平”，目的就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收藏和保
护丝绸之路古代艺术品，传承中华文化，守望中华文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他说，本届大会一大亮点就是主题鲜明，内容突出，围绕“一带一路”收藏文化来展开研讨。再一个亮点就是学术性、专业性
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了“敦煌的价值与保护”精彩演讲，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人王鲁湘作了“中国瓷器与中国文化影响
力”学术报告，复旦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汪涌豪作了“藏礼与比德：走向新丝路的中国文化”专业演讲。另外，日本千石唯司，北京王
永生、蒋奇栖，台湾陈筱君，香港刘柱柏，浙江章利国，上海祝君波、徐文堪、陆建松、赵涌、王纯杰、程庸、夏君定等十多位演讲嘉宾先
后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丝绸之路与收藏文化”“中华收藏文化传承与发展”等专题的真知灼见。

每届大会都有相关专题展览，陈志强说，这次专题展《丝绸之路民间收藏文物精品展》，陕西、河南、北京、浙江、江苏和上海等地
民间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收藏的精品亮相，如精品外销瓷显示丝绸之路上中国瓷器外销世界千年的辉煌历史，唐三彩中外国人塑像
以及马、骆驼等，是唐代与外国文化交融的铁证，显示了唐代开放包容的博大心态。

演讲摘录

齐跃进：
唐三彩谱写了大唐文化华美壮阔的篇章

唐三彩诞生一千多年前，最早出现在唐高宗时期，武则天至唐

玄宗开元年间最盛行。唐三彩与瓷器、金银器、丝绸作为盛唐时期

最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和唐代诗歌散文、书画艺术一样，谱写了大

唐文化华美壮阔的篇章，雄踞于中国古代艺术成就之巅。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文化最为鼎盛的时代，那时社会

相对稳定，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记载，也只有在这种社会背景

中，人们才能静下心来欣赏艺术品。因而唐三彩制作及艺术水准较

高，也对后世的辽、宋、金三彩及明、清景德镇釉上彩瓷器和朝鲜半

岛的新罗三彩、日本奈良三彩和西亚的波斯三彩都产生了重要影

响。

唐三彩因其色彩、雕塑、稀缺等多重因素而备受瞩目，然其所

蕴含的盛世文化和历史记忆依旧埋藏，这需要更多的收藏家和研

究者的深度介入。

（齐跃进，西安唐三彩艺术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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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至今保存了735

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以及从

藏经洞出土的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莫高窟绵

长的历史、丰富的内涵、精湛的艺术、珍贵的价值，在

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艺术的代表和象征。

莫高窟是建筑、彩塑和壁画组成的综合艺术。

洞窟建筑因功能不同而采用多种形制；动人的彩塑

是敦煌艺术的主体，置于窟内显著的位置；灿烂的壁

画布满全窟，表现了丰富细致的内容和复杂宏大的

场面，三者相互呼应，交相辉映，体现着古代艺术家

的智慧。

洞窟建筑形制主要有三种：禅窟，供僧人坐禅修

行使用；中心塔柱窟，建有连地接顶的方柱，四面开

龛造像，象征佛塔，供修行者入窟绕塔观像；殿堂窟，

平面方形，正面开一大龛，用于礼拜和观瞻。

栩栩如生的彩塑，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

像等。早期十六国、北朝的彩塑表现了古印度犍陀

罗、马图拉佛教艺术风格和我国本土艺术风格的结

合。隋唐时期，融合了中外艺术风格，成功地塑造了

比例准确、衣饰华丽、造型健美、神态逼真、个性鲜明

的完美艺术形象，成为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经久传世

的不朽之作。

千年敦煌壁画是一部反映佛教及佛教思想和

信仰演变发展历程的、形象的佛教史。数量巨大的

莫高窟壁画，主要内容有七类：尊像画、佛教故事

画、传统神仙画、经变画、佛教史迹故事画、公羊人

画像、装饰图案画等。敦煌壁画在表现佛教内容的

同时，还表现了各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经济生

活、精神生活，堪称中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墙壁上

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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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在瓷都景德镇的中

国陶瓷博物馆举办了有300件外销

瓷的规模，一个名为“归来”的展览，

非常轰动。我认为其成功在于搭上

了“一带一路”这个国家大战略的主

旋律，使这样一个宏大叙事的战略

有了历史纵深感，变得可观可赏可

以触摸。

丝绸、茶叶、瓷器，是中国通过

丝绸之路向城外输出的三大主要商

品。但是丝绸和茶叶都被消耗掉

了，瓷器虽然也因为其易碎而损失

了不少，但毕竟因为其材质的坚硬

而大量保存下来，成为丝绸之路最

重要的物证。

中国外销瓷广义的概念，应指

所有通过贸易方式和贸易渠道销往

中国境外的中国产瓷器。狭义的概

念，指明嘉靖后至清中期由景德镇

生产的专供欧洲和美洲市场的瓷

器。外销瓷的市场范围，从东亚到

东南亚，从南亚到西亚再到东非、北

非，从南欧的亚平宁到北欧、西欧，

从墨西哥到美国，基本涵盖了世

界。因此，中国外销瓷是第一个扮

演“世界商品”的商品。外国学者估

计，明末到清中期，由欧美公司组织

运输和销售的中国瓷器，应有三亿

件之多。这是“中国制造”最大宗的

外销商品，是“中国制造”遗留在海

外的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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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

福也。自尧舜以来，华夏礼仪讲究日

盛，礼的设定可谓无所不包，并被推崇

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中国人因

此素以“礼仪之邦”自居，既将此遵礼

之意落实于冠婚丧葬等俗世日常，又

凝聚为斝鼎鬲甗等物态家常，以至有

“器以藏礼”之说。

礼既起于日常，它也可以是个体

人格德行的象征，因此古人所以常常

拿物“比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曾被用来比配君子的人格，由此可为

今人的收藏注入厚重的文化意味。“比

德说”还只限于修身，此后理学家进而

将此哲学沉思推向了更深邃的境界。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

间无适而非道也。”放置于今天的语

境，如果我们对这物仅仅持一种占有

之心、亵玩之心或赢利之心，而不能有

凭物观道、以物寓道、借物明道之心，

也就不能保持以“物物之心”对待天下

一切美物的平常心。

回到主题“一带一路”。在华夏文

明的开拓成长期，通过丝绸之路，中西

文明有过非常频密的交流，它们既凝

聚为活态文化，也留下许多物化的遗

产，今天发扬光大这种文化遗产的人

物需要包括收藏家一肩扛起。如何经

由“一带一路”的“新丝路”，输出与传

播我华夏传统文化，应成为今天收藏

界提升自己、光大自己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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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概念是由德国地

理 学 家 李 约 瑟 在 1887 年 提 出

的。丝绸之路是合作的桥梁、友

谊的纽带。实际上丝绸之路有好

几条，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草原

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

路。

我们现在说的丝绸之路，起于

秦汉时代广东、广西，可以通到东

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往

北可以通到朝鲜和日本，这条路在

唐宋的时候非常兴盛。玄奘到印

度去取经，他走的是沙漠丝绸之

路，法显到印度去走的是海上丝绸

之路。还有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

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印度等南

亚国家，然后再往西。云南在古代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由海贝来

做货币的，根据现在的鉴定，不是

来自南海，而是来自印度洋，说明

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和海外有了

交通网络，像张骞、玄奘、马可波罗

等，还有许多宗教在这条路上都存

在，都有交流。

收藏要有一个世界的眼光，

要看到整个世界，要看到全世界

的各种文明留下来的重要的文化

遗产。现在说的“一带一路”，涉

及的国家有60多个，跟这些国家

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各种各

样的产物，都可以关注和收藏。

藏家论道

冯毅：铜镜创造了青铜艺术的终极辉煌
综观世界艺术史，中国青铜器是被世界公认的顶级艺术品。单说铜

镜，如纹饰细如发丝又见力度与层次的战国铜镜、雄奇与秀丽相融合的两

汉铜镜、圆雕和高浮雕达到极致的隋唐铜镜，尤其是极品铜镜，极致的工

艺造就了巅峰的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全世界没有

其他国家在青铜铸造工艺上能超越中国。

中国青铜范铸工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陶器上釉已经得到了成熟的

应用，使以往陶器渗水的缺陷有了彻底的改观。于是之前的青铜容器都

被成本低廉、制作方便的陶瓷替代。然而，只有青铜镜无法由陶瓷替代，

故而青铜范铸工艺在制作青铜镜上得到延续并发展，并解决了以往铸造

工艺没有解决的砂眼气泡等难题，到了唐代青铜工艺推向了顶峰，也使青

铜艺术达到了极致。

青铜器一直被视为“国之重器”，收藏青铜艺术品是每个收藏家向往

的最高境界。从综合因素看，我依然推崇

收藏古代铜镜，纹饰细如发丝却又彰

显力度与层次的战国铜镜，雄奇与

秀丽相融合的两汉铜镜，圆雕与

高浮雕达到极致的隋唐铜镜，

都堪称工艺精湛、美妙绝伦。

（冯毅，全国工商联古玩
商会青铜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嘉德国际、北京保利拍卖
公司专业顾问）

林文君：
探寻丝路货币的收藏和文化价值

我收藏和研究钱币有三十多年了。因常年生活在陕西西安地

区，大家知道这里是我国古代最强盛的朝代周、秦、汉、唐等王朝文

化的核心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我最初只是收藏和研究

中国历代钱币，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常遇到一些丝路古钱，这些古钱

所附带的神秘莫测的异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深深吸引了

我的注意，从2000年开始，我收藏和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丝路货币。

钱币界有这样一句话：“每一枚钱币都是一个时代的名片，是

一个王朝的缩影”。丝路货币也不例外，这些货币所附带的历史知

识、文化内涵，以及在当时经贸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研究一下，对服

务当下也是大有裨益，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丝路开通

的两千多年里，沿线王朝有200多个，能留有遗存的并不多，但货

币却多少都有保留，通过对丝路货币的收藏和研究，我们就会了解

古代丝路上这些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地理、风物、

贸易等等，为我们未来的丝路大发展提供历史参考资料。

（林文君，中国钱币学会会员，陕西省钱币学会理事）

吴培：是时候认领“远嫁”的外销瓷回家了
外销瓷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作为一般贸易商品瓷，二是欧洲王室贵

族、家族定制瓷，三是当时中国政府馈赠国外皇室的礼品瓷。即使是作为一般

商品的贸易瓷，明清外销瓷的绝大部分，尤其是在乾隆以前，输往欧洲的贸易

瓷的销售对象是欧洲皇室、贵族和富商巨贾，到乾隆后才开始普及到欧洲中产

阶级，中国外销瓷器在当时一直是受欧洲人推崇的奢侈品。而作为馈赠皇室

的那极少部分礼品瓷及为王室定制的精品瓷，其工艺水准足可以与同一时期

的官窑媲美，甚至有些外销瓷与官窑的差别仅是一个款识而已。

缺失了外销瓷的中国瓷器体系是不完整的，打个比方，官窑体系是

嫡子，民窑体系是庶子，外销瓷体系就是家中千金小姐，嫁的可是欧洲贵

族。中国近代经历了百年内忧外患的苦难，自顾不暇，冷落了远嫁的闺

女。现在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我们应该记住历史，最早

走在这条几百年前海上贸易之路上的主力是她——外销瓷。是时候认

领我们远嫁的女儿回家了，让后人知道她曾经怎样艰辛的远涉重洋，为

母国输送财富，传播文化，增添荣耀。

（吴培，欧洲中国传统文化联合会副会长、中比人文交流协会常务副
会长）

蔡暄民：凡称得上大收藏家的都是大学问家
由上海市政府主办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我也

先后应邀参加了三次，应邀出席大会的还有世界上一些泰斗级专家学

者，经过这个平台交流，可以很大程度提高收藏理念和收藏档次。

在我看来，收藏最终还是以藏品说话，而藏品跟着眼光走，眼光提高

了，理念上去了，藏品档次也一定上去了。收藏绝不能私自独享，更不能

孤芳自赏，要交流要走出去，才会知自己的不足，玩收藏最忌讳总以为自

己的藏品才是最好的。

收藏更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和知识面的积淀。历史上凡称得

上收藏家的都是大学问家，而眼下还有一些收藏家竟然是文盲式的人

物，这与收藏家的头衔实在不符，是一切向钱看的产物，这些人更应该提

高个人收藏品鉴水平。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一带一路”，很好，华人收藏家要走出去，与世界接

轨，找出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迎头赶上。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传统艺

术的美已成为当前历史的潮流，沿着新的一带一路走出去，让世界更清晰地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已是每个华人收藏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蔡暄民，杭州东明白庐、上海御承堂博物馆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