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开始出现青花的烧
制，其实相当于试验阶段，用钴
料在瓷胎上描绘纹饰，然后施
透明釉，在300摄氏度高温中一
次烧成，属于釉下彩，元青花色
泽不够艳丽，略为发灰。因为
元代是青花烧制的开始时
期，同时流传下来的元青
花很少，历来元青花价格
不菲。

元代的青花，时代特
点很明确。这时使用的钴
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

口料绘画的青花色泽浓艳，
釉面有黑色斑点，所谓“至正
型”的一类大件青花器，多采用
进口料；国产料的青花色调与

进口料的浓艳显然不同，没有
黑色斑疵，纹饰比较简单草率，
多用于小件器物。

由于进口青料的色调不稳
定，容易出现晕散效果，如用于
人物，其眼珠很不清晰。所以元
末明初的青花装饰上人物形象
比较少，人物器物特别珍贵。

对于目前市场上真假共
存的元代瓷器，专家指出鉴定
既 要 整 体 把 握 ，也 要 抓 住 细
节：

一重器型、看纹饰。瓷器的
造型是断代的重要依据，我们
必须对元代瓷器的器型特点心
中有数；而每一个朝代的纹饰
也有其特点，会偏好某些主题。

二看原料。景德镇瓷器采
用的是二元配方，即瓷土加高
岭土，而宋代以前的青白瓷都
是以单一的瓷土作为瓷胎。

三看釉色。景德镇的釉是
瓷石加草木灰，现在发现用于
制釉的瓷石矿已经挖到一百多
米深，一般瓷石矿是最上面的
一层风化程度高，质量最好，元
代用的釉大多就是采用顶部的
那层，其亮度、润度都是明清瓷
器达不到的。用这样的釉在胎
上画花纹很有难度，因为它饱
满油润，稍微一停顿，就会滴
落，花纹很难成形，现代是很难
达到当时的那种技艺去模仿
的。

元元青青花花釉釉色色今今人人难难模模仿仿

在2013年北京保利春拍中，张大
千1969年创作的《松峰晓霭图》镜心
估价2200万至2800万元，成交价达到
了3910万元，而在2012年香港佳士得
春拍中的成交价为2978万港元，折合
成人民币之后，一年涨幅达六成，如
果我们进一步查询拍卖记录，可以发
现在2001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的成
交价为521 . 5万港元。

张大千研究专家傅申曾表示，此
《松峰晓霭图》乃大千先生己酉(1969

年)八月所作。盖数月前甫完成名作
黄山前后澥图卷，正当其泼彩之巅峰
期。此幅彩墨流动，大气浑沦，松峰朦
胧，兀立于晓雾中，尤为奇绝。岩谷幽
深处，复添蟠松，更增笔善之美，真大
千先生得心应手之作。足见这幅作品
在张大千众多作品中的地位。(京华)

张大千《松峰晓霭图》

一年涨六成文物知识的普及

有利于文化传承

齐鲁晚报：做文物鉴定
这么多年，您觉得民间文物
收藏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宁：要说最大的变
化，应该是人民文物保护意
识明显提高。现在很少有人
会像过去一样把文物砸碎
或者当垃圾扔掉。大家都知
道文物的价值和重要性。瓷
器也好，书画也好，早年有
些人不懂文物的价值就随
意地破坏了。曾经有一幅书
画出土，上面有一层尘土，
有人就用刷子把上面的土
一层层刷下来，这就是不懂
文物的保护。像这类出土书
画，不要用硬东西蹭，实在
不行再进行装裱，但是原则
上是只有完全不像样了才
能再装裱。文物最重要的是
保持原貌，这个东西原来是
什么样要保持它的自然外
貌，不要人为地去改变它。

其实民间的收藏除了
对文物知识普及也有正面
的影响，是对祖国文化遗产
极大的保护。

齐鲁晚报：人们常说“历
史文化就在身边”，百姓懂收
藏，您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文
物保护来说是件好事吗？

张宁：对，民间建博物
馆也有利于文化传承，现在
北京除了国家博物馆，还有
企业建博物馆，个人博物
馆。比方人艺有个戏剧博物
馆，马未都有个人博物馆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现在个人办博物馆已

经不是梦想。这些博物馆需
要进行资格审查，比如登
记、备案，要经过批准。但是
个人博物馆也面临很多困
难。一旦开了博物馆就不能
想开就开，想不开就不开，一
方面要注重它的公益性，另
一方面还要兼顾场地、防火

防盗安保等的费用问
题。我们说“博物馆是不
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事
业单位”。所以目前很大一
部分私人博物馆要么开
办者有其他的事业支
持，要么是背后有企业
支撑。

之前的面向大
众的《鉴宝》节目也
很有争议，有的老百
姓说这会助长盗墓。但
是不能讳疾忌医。文物知
识的普及总体来说是件好
事。

文物保护现状

令人担忧

齐鲁晚报：当下的文物
收藏市场您眼里是怎样的
一个状态？

张宁：文物收藏的有三
类，收藏，玩，投资。当下的
文物收藏大部分是受利益
驱动。有一部分人懂得一些
专业知识，但是很大一部分
人是盲目的，这跟当代社会
的浮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
国家对文物保护投入了极
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大
面积的土地开发，很多文物
要遭到了破坏。我们说开发
过程中发现文物应该申报，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自
觉。有些文物或许能及时挽
救，有些就来不及了，对此
我们也很担忧。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谁在收藏中国》，对当前文
物、拍卖、鉴定市场进行深
入调查研究和反思。

收藏者要保持平常心

齐鲁晚报：民间藏友想
要做收藏，您能不能给介绍
几种好方法？

张宁：我今天在宾馆里
看到一段话很感动。是关于
丁肇中的。有人问他一个问
题，他说我其实只知道研究
物理，别的方面、社会上的
很多事其实我是不够了解
的。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
有成果。收藏也是这样，需
要潜心研究。实践、参观，光
浮于表面不行，这跟科学研
究是一样的，甘于寂寞才能
收到成果。

我给大家列几条方法

吧。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不
要贪多，你可以选一类，最
多两类，做入门。在自己喜
欢的门类里多下功夫，可以
多去博物馆，参观一些展
览，多买点标本看点真东
西。同时呢，对照着假东西
也比较容易收到成果。

第二呢，重点看真东西。
看真东西看透了，就可以作
为标准在实践中进行对比。
有些人真东西看的不多，却
喜欢在古玩市场听人讲故
事。古玩市场假的很多，“多
去旧货市场古玩城就能练出
来”，这个是不对的。

第三，开始的时候不要
老是想买官窑。官窑很多都
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越是

“官窑”市场上假的就越多，
刚开始搞收藏的时候淘点
民窑的真品比较实际。从实
际出发，不能好高骛远。不
要老是想着，我花500块能买
50万的东西。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
是，要有平常心态，胜败乃
兵家常事。捡漏了不要忘乎
所以，要经常总结，吸取教
训。一步步把收藏的能力提
高，心态练好。

齐鲁晚报：这次来烟台
参加鉴宝活动，烟台的藏家
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张宁：烟台的收藏家心
态很好。我看的这些收藏品
真迹只有3%-4%，无论是不
是真品，走的时候都会说谢
谢张老师，有的还鞠躬。做
收藏心态很重要。

百百姓姓懂懂收收藏藏对对国国家家是是好好事事
——— 本报专访文物鉴定专家张宁

2013年春拍伊始，伴随着中国艺
术品拍卖市场行情的再次回暖，国内
佛像拍卖市场开始升温。北京翰海
2013年春拍推出的“五觉—金铜佛
像”专场共斩获9100余万元，上拍的
95件拍品全部成交，其中斯皮尔曼家
族旧藏的“宋代·铜鎏金苏频陀尊者”
以1978万元问鼎，打破了两年来国内
佛像市场拍价持续下跌的局面，再次
掀起国内佛像市场的收藏热潮。

目前市场上的佛教艺术品以佛
像、唐卡、法器三大类为主。佛像作为
主流，应该重点关注艺术审美价值高
的金铜佛教造像精品，13世纪前的早
期金铜佛像，以及具有历史文化意义
的佛像艺术品；唐卡方面，早期唐卡
作品、与宗教历史文化相关的作品，
以及艺术审美价值高的唐卡作品较
有收藏价值；法器也有三类值得关
注：制造工艺精美、用料考究的法器，
与宗教历史文化相关的法器，以及雕
刻精美的护经板等。(南日)

佛像收藏升温

本报记者 于涛

文物是中华文明
的瑰宝，因各个时代
的 技 艺 和 审 美 的 差
别，被烙上各个时代
的鲜明特征，通过对
文物的了解，我们也
能触摸历史的温度。

近日，在烟台大
型公益鉴宝节目《慈
善拍卖会》现场，本报
记者对中国文物学会
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会
长、北京首都博物馆
常务副馆长张宁进行
了专访。从1964年开
始从事文物的鉴定与
研究，张宁与文物，尤
其是瓷器已经打了半
辈子的交道。他肯定
民间收藏给文物保护
带来的益处，也为当
代文物市场、开发带
来的破坏深感担忧。

鉴 宝

现场鉴定的古玩器具。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摄

在烟台大型公益鉴宝节
目《慈善拍卖会》现场，张宁
鉴定的古玩器具。 本报记
者 孔雨童 摄

元青花人物纹瓶

宋代铜鎏金苏频陀尊者

张大千《松峰晓霭图》

张宁老师正在品鉴
说讲瓷器。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收藏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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