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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萃》PDF电子书全2册，由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ghC万圣书城

　故宫博物院藏有古窑址调查标本3万多件，以明、清时期为主的陶瓷残片4万多片，另有基本成型的残损瓷器近1万件，其中不少品种弥补了我院完整器收藏的空白，个别品种在海内外也属罕见。此次从初步整理完毕的9000多件基本成型的残损瓷器资料中筛选出550件编辑成书。卷一收入时代为商—明，卷二收入时代为清代各朝。内容丰富，品种繁多，是对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观摩室极好的补充说明。ghC万圣书城

 ghC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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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学习古陶瓷，我坚持认为要在工作中学，尤其是文博系统的同志，要抓住工作中的一切机会，反复地看器物，加深认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所谓功到自然成。一般的收藏者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我建议把逛古玩店的时间用到看博物馆上，把钱投资到书上。有关古陶瓷的书很多，以下分门别类地推荐一些我认为值得一看的书。ghC万圣书城

　　1.鉴定和鉴赏类ghC万圣书城

　　这一类书是喜爱陶瓷的、搞收藏的人都喜欢看的，其中一些是文博系统的同志也应该看的。ghC万圣书城

　　《名家谈鉴定》，199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包括书画篇、瓷器篇、家具篇、工艺篇等内容，作者均为当今权威，如徐邦达、刘九庵、冯先铭、王世襄、朱家晋等，极有份量，附少量图版。在瓷器篇里，冯先铭先生提出了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对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举出实例进行辨识，值得一看。可以说是一本指导性的，又是入门的书。ghC万圣书城

　　《明清瓷器鉴定》，耿宝昌著，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原是两本内部资料，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将其并为一本，进行归纳，并配上彩图，条理性、可视性都加强了。资料丰富，内容翔实，是耿宝昌先生几十年经验的总结，在辨别真伪上有独到之处，可以说是学习陶瓷鉴定的必读书。尤其是研究明清瓷器的同志更要看。ghC万圣书城

　　《中国瓷器鉴定基础》，李辉柄著，2001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集大成的书，把各家之言作了归纳总结，并配有大量珍贵图片。ghC万圣书城

　　《青花瓷器鉴定》，张浦生著，199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从青花起源谈起，对元、明、清青花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工艺特征以及所用青料有详细阐述，对明清青花瓷器说得更多些。明清青花是独具特色的，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它的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该书是学习明清瓷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ghC万圣书城

　　拙著《陶瓷器鉴赏与收藏》，1994年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书写在国内收藏热、鉴定热刚兴起之时，10万字，配图。可作为陶瓷鉴定入门书。ghC万圣书城

　　《鉴定与鉴赏》，副题是《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耿宝昌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名窑指汝、官、哥、定、钧、磁州窑、耀州窑、德化窑、建阳窑等，名品种如景德镇的彩瓷、颜色釉、青花，分别由各方专家编写，既有鉴定又有鉴赏，最后一部分写了现代仿制瓷器和真器的不同之处，比较实用。ghC万圣书城

　　2.词典类ghC万圣书城

　　《中国古陶瓷图典》，冯先铭主编，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从中国古陶瓷的历史、技术和鉴赏三大方面入手，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全面、系统、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词目1603条，材料力求新颖，涵盖面力求广泛，解释力求详尽，使之兼具有资料性和实用性。ghC万圣书城

　　《简明陶瓷词典》，汪庆正，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很实用的小书，词目2441条，词条内容极为丰富，包括陶器、瓷器各品种的基础知识解答，专有名词的解答，以及名家、名著、精品珍赏等15类。释文简明易懂，词条按笔画顺序排列，查阅方便。此书和《中国古陶瓷图典》都应是博物馆工作者和古陶瓷爱好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ghC万圣书城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彭卿云、耿宝昌主编，199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配有彩图，很实用，是一部学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文物精品工具书。ghC万圣书城

　　3.科技类ghC万圣书城

　　《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叶喆民著，1960年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最早的古陶瓷科学普及类的书，易读易懂。ghC万圣书城

　　科技测试类书比较重要的是李家治、陈显求、张福康、郭演仪、陈士萍等所著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1985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李国桢、郭演仪所著的《中国名瓷工艺基础》198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ghC万圣书城

　　此类书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张福康所著的《中国古陶瓷的科学》， 200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书用科学的道理解释古陶瓷中的各种外观特征，写得非常深入浅出，不管是对文博界还是收藏界的人士都很有用，可以说是必读书目。ghC万圣书城

　　4.图录类ghC万圣书城

　　1985年以来各博物馆出的藏品图录，从编者的水平到藏品的科学性都已经比较强，可信度比较高，都值得一看。当然，其中还是以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出的图录最重要。ghC万圣书城

　　重点推荐《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60卷）的陶瓷卷，共11本，已出版9本。最早是由香港商务出版社和故宫合作出版，但是定价较高。1999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版。其中所选都是故宫的珍品，很多是过去没有出版过的。每一卷都有专论，彩色图版，配图片说明，对读者帮助比较大。ghC万圣书城

　　《中国陶瓷全集》，200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套15卷，选录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传世陶瓷精品3600件，选录的陶瓷大多为各地文物收藏机构的珍品，部分来自海外的收藏，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的一套陶瓷全集。有概论，并附两种文字的专论。ghC万圣书城

　　《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1994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十万件清代御窑瓷器中遴选出康雍乾三代的经典作品各100件，每一朝代之前分别冠以故宫陶瓷专家的文论。ghC万圣书城

　　《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2002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约800余件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青花瓷器中遴选213件精品，以时代先后为序并逐件详述，真品仿品并举。ghC万圣书城

　　《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上海博物馆主编，1998年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ghC万圣书城

　　《青花釉里红》，汪庆正著，1987年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ghC万圣书城

　　《清代御窑瓷器》，耿宝昌主编，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故宫八十周年庆典中配合清代御窑瓷器展览所出的图录。ghC万圣书城

　　《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上下卷，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从冯先铭、李辉柄等专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全国各地窑址调查采集的标本中遴选48个窑址322例标本，逐一指明其具体出处和品类，真赝对比，极具价值。ghC万圣书城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萃》，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中国古陶瓷资料553 件，均为故宫独有的文物资料。ghC万圣书城

　　《明代民窑青花》（2000年）、《清代民窑彩瓷》（1999年），穆青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专门介绍民窑瓷器的图录，对于学习、鉴赏明清瓷器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收录的瓷器大多来自博物馆和文物商店，兼有少量私人藏品。书中有的器物属官窑还是民窑尚待斟酌，但总体还是值得一看的。ghC万圣书城

　　《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瑰宝》，北京市文物局编，2003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惟一一部介绍托普卡比博物馆所藏全部40件元代青花瓷的专著，值得一看。ghC万圣书城

《清瓷萃珍》，1995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此书是南京博物院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的大型专题展览图录，展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官窑瓷器近150件，展品以南京博物院收藏为主。ghC万圣书城

　　专门研究某个窑口可以看看这些窑的图录，如长沙窑、巩义窑等。此外，各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独特的藏品，都可以看看。ghC万圣书城

　　5.史论类ghC万圣书城

　　《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编，冯先铭主编，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必读书，包含了文物考古、科学技术、工艺美术等各方面的内容，虽然因为新的资料出现而有待修订，但仍是迄今唯一一本最全面的多学科的集大成的介绍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著作。ghC万圣书城

　　《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可作为《中国陶瓷史》的简明版，而且在明清部分加入了鉴定内容，比较实用。ghC万圣书城

　　《景德镇陶瓷史稿》，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共分四编，是一部研究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的专著。ghC万圣书城

　　6.文献古籍类ghC万圣书城

　　有关陶瓷的文献古籍虽没有书画多，但是在正史、方志、笔记里常常会有记载，后来出现了陶瓷专著，如《陶记》、《天工开物》、《南窑笔记》、《格古要论》、《陶冶图》、《景德镇陶录》、《陶说》等，其中包含了指引性的资料，随时都可翻阅。ghC万圣书城

　　重点推荐冯先铭先生的遗著《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2000年台湾艺术家出版社。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地将中国历史上相关陶瓷文献的记载汇集成书并加以注释、补充、论证的学术著作，内容包括从唐代到民国时期有关陶瓷的文献，所涉书目有550余种、1130余条，整理分类为《说瓷窑》、《综论》、《说器物》、《说雕塑》、《说能工巧匠》、《说原料、青料》、《其它》等七个部分，又附《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乾隆御题诗》，全书共计40万字。详细列举各文献出处来源，并配以相关图版，为研究中国陶瓷必备的最佳参考用书。ghC万圣书城

ghC万圣书城

由于“黄”与“皇”同音，黄釉是代表皇权至尊的颜色，它和五爪龙一样，象征皇权神圣不可侵犯。黄釉是明清时期皇家严格控制的釉色，专为皇帝御用，或为祭祀专用，体现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崇。黄釉瓷器是明清皇家专用瓷器，其他人不得擅用。尤其是清代，全黄釉器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能使用，是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ghC万圣书城

《大明会典》载：“洪武九年定，私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ghC万圣书城

《清史稿·礼志一》也云：“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ghC万圣书城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也载：“天坛用青色，地坛及社稷坛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白色。”ghC万圣书城

由于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我对黄釉瓷器情有独钟，在收藏瓷器时专门设定黄釉瓷器作为其中一个收藏系列，希望明清每个朝代的黄釉御窑器(带官款的)都能收到一件以上，顺着各个朝代一溜地排下去，多有趣多好玩呀，想想就开心。ghC万圣书城

但这只是小女子痴人说梦，实际上不可能成事。清朝或可每个朝代集齐(除顺治款识器难见难收外)，要集齐明朝每个朝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明初洪武朝瓷器没有款识，建文朝时期发生影响深远的“靖难之变”，永乐抢夺侄儿建文的帝位，致使有明确“建文”款识的瓷器至今仅见仇炎之收藏过一件青花笔架，还不是官窑!除此以外，世间就再没见过任何一件有建文款识的瓷器。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帝位更迭，政局动荡，官窑几近停烧，也没有款识，致有“空白期”之名，明朝末年，内有流寇，外有劲敌，外忧内患，国库空虚，天启朝官款已少见，崇祯朝官窑停烧。所以要集齐明朝每一朝带官款的黄釉瓷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朝代的官款器根本就没烧制过!ghC万圣书城

我生年也晚，入门也晚，永乐、成化黄釉官窑器书中见过，但拍场上没遇过，如今即使拍场出现，也是天价。有一只宣德朝小盘前些年在香港露脸，拍价近三百万，价格太高我没拍到，所以明朝带款识的黄釉官窑器要收齐就不可能了。ghC万圣书城

我的黄釉器系列收藏，是从康熙黄釉器入手的，为什么?因为古代瓷器那么博大精深，收藏江湖又那么波谲云诡，要找一个较稳妥、较保险的切入点，康熙黄釉器是一个较好的选择：第一，康熙一朝，平三藩，收台湾，河清海晏，御窑厂复烧为内宫供瓷，瓷器烧造，再创巅峰;第二，康熙的黄釉器全是官窑器;第三，顺治官款市场较少见，难定真赝，康熙官款瓷器，标准件多，可资比较，可减少失误。ghC万圣书城

而我所收藏的康熙黄釉器中，有一件黄釉大碗是重要的藏品之一。因为它器型硕大，较为罕见，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承记录：它是“玫茵堂”旧藏。ghC万圣书城

“玫茵堂”是什么概念?可以这样说，谈到瓷器的顶级收藏，不能不提玫茵堂。ghC万圣书城

很多人只知“玫茵堂”的大名，而不知其由来，收藏界对于“玫茵堂”的普遍认知，也仅限于“玫茵堂在业界向来以收藏等级高而著称，尤其收藏的中国瓷器，都是各年代的精品”。即便拍卖公司本身，也对玫茵堂主人的身份三缄其口，习惯称之为“玫茵堂主人”而非某某收藏家。ghC万圣书城

凭借其上乘的品质和迷雾重重的身世，虽然极富盛名，“玫茵堂主人”所收藏的2000件藏品几乎没有全部展出过，仅在私人场合露过面。少部分藏品1994年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两年后又在蒙特卡罗展出。这已引起收藏界的轰动!唯一一部公开的记录是德国学者Regina Krahl(康蕊君) 编辑的纪念图录《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这部图录共七卷，但对于将这些藏品汇聚在一起的人却只字未提。这更引起人们的惊叹和好奇——“玫茵堂”的主人究竟是谁?ghC万圣书城

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打听“玫茵堂”的主人是谁?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仿佛一个武林绝世高手，誉满天下，江湖尽是传闻，却无人知其来历。ghC万圣书城

真相在近年才渐渐浮出水面，原来玫茵堂的主人是在菲律宾经商的瑞士藏家斯蒂芬·裕利和吉尔伯特·裕利兄弟俩，他们将自己的收藏定名为“玫茵堂”，意为“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另外这也是他们在瑞士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ghC万圣书城

玫茵堂收藏是在知名古董商仇炎之和埃斯卡纳齐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玫茵堂”以其收藏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为史上最精炼的私人收藏御制瓷器之一。收藏囊括从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最上乘的珍品，被认为是西方私人手中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ghC万圣书城

2011年4月春拍，香港苏富比首次推出“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专场，备受瞩目，各大媒体铺天盖地都是“玫茵堂珍藏”字样。用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及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仇炎之的孙子)的话来说：“玫茵堂珍藏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能对近年来涌入艺术品市场的新买家起到样板作用，可以让他们从来自欧洲的“老收藏”中，体验什么是顶级的中国瓷器珍藏。”“玫茵堂”专场拍卖是近30年来苏富比所上拍的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ghC万圣书城

裕利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Helen Ling购买中国艺术品，Helen Ling是他们的新加坡合伙人，美籍人士，当时在上海经营中国瓷器。正是她将Edward Chow(即仇炎之)介绍给这对兄弟，仇炎之当时驻香港，不久后又转驻瑞士。他是二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和经销商。ghC万圣书城

从古代青铜到晚期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存在广泛兴趣。但他们按照年代对各自的兴趣进行划分：吉尔伯特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斯蒂芬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ghC万圣书城

裕利兄弟总是寻求最专业、最顶级的古董商，其中Priestley和 Ferraro精通早期艺术品，另一位Eskenazi先生(即埃斯卡纳齐先生，就是那位以2.3亿买下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的英国古董商)则深谙晚期艺术品。在25年的时间里，他们为裕利兄弟购得(或以他们的名义购得)超过160件藏品。但是对裕利兄弟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仇炎之，这位收藏家在这对兄弟心中深植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和某种程度的敬畏。仇炎之的收藏主要以瓷器为主，“玫茵堂主人”受他点拨，或多或少都延续仇氏的路子。ghC万圣书城

2013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玫茵堂专场”再度震撼登场。在香港会展中心设专馆展示拍品，一时观者如云，蔚为盛事。ghC万圣书城

我刚走到“玫茵堂专场”预展大厅门口，立即被厅里远处一件器物散发的明晃晃黄色亮光吸引住了。在满场静穆的展品中，这黄色是如此的先“色”夺人，如此的耀光炫目，它紧紧吸引每一个进场者的目光。ghC万圣书城

我敛神定睛仔细一看，原来在正对门口的远处展柜内，陈设着一件硕大的黄釉大碗，一束灯光打在黄釉大碗上，整件器物熠熠生辉，璀璨明亮。器物散发出的光辉，那种摄人心魄的魅力，那种皇家气象的威仪，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荡神驰……ghC万圣书城

当我上手这个浇黄釉大宫碗时，感到这大碗很沉，我这个纤纤女子拿起来颇觉吃力。康熙官窑器物由于胎土淘练非常精细，紧密坚致，故烧成后质坚量重，所以康熙朝官窑器物上手感觉较沉。瓷学泰斗耿宝昌先生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第224页写道：“孙瀛州先生在鉴别瓷器真伪时曾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这是他亲身体会了康熙与其他时期瓷胎的比例和重量，而得出的经验总结。”ghC万圣书城

离开灯光的照耀，大碗骤然失却灯光下那种穿透感，但依然光泽明亮。细看此碗，胎体厚重，碗深圆腹，撇口，圈足微敛，通体施黄釉，色近蛋黄，圈足露胎处色略近桔黄，底书青花三行六字双圈楷书款：大清康熙年制。器型完整，没有瑕疵。玫茵堂藏品果是名不虚传!ghC万圣书城

我查阅Regina Krahl(康蕊君)编辑的《玫茵堂中国瓷器》一书，本碗著录于在第二卷，编号为893。也查阅其他资料，据手头资料统计，如此硕大的康熙黄釉大碗，目前仅见以下几件：ghC万圣书城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录于《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香港，1998年，图版238。尺寸比本碗大一些。ghC万圣书城

日内瓦鲍氏藏一件，与本碗尺寸、釉色、款式甚为相近，著录于John Ayersinia，《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日内瓦，1999年，卷2，图版189。ghC万圣书城

香港望星楼藏有一件，曾展出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著录于《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美国明尼阿波利斯，2004年，编号91。尺寸比本碗略小。ghC万圣书城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著录于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粹》，北京，2005年，卷2，图版102。尺寸比本碗更大。ghC万圣书城

正观堂藏有一件，展出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著录于《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北京，2011年，编号I-25。ghC万圣书城

记得当时还查阅过一份资料，说这种大碗在市场流通的不到10件，但现在找不到那份资料，所以不能在此凭记忆妄言(当然故宫是否还有库存或库存多少，没有查到，不得而知，但那些都不能在市场流通。)这种硕大的宫碗市场流通量应当不多，当为可信，在玫茵堂专场拍卖后，我在拍卖场就再没见过这么硕大的康熙黄釉大碗了。ghC万圣书城

在看“玫茵堂专场”预展的时候，正好碰上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为和瓷器部负责人任雅武两位先生，与他们算是老熟人了，因为我常到北京荣宝拍东西，有近代书画，当然更多的是瓷器，特别是黄釉器。ghC万圣书城

王总和任总在业界行走多年，对我这个晚辈帮助很大。在北京荣宝拍卖，小女子看上的拍品都会向他们请教，听听他们的看法，而他们总是谆谆善诱，不吝赐教，给我不少建议，我是在众多老师包括王总和任总的爱护和帮助下成长的。ghC万圣书城

荣宝远在北京，而小女子长作岭南人，相隔千里，他们为什么会如此青眼有加呢?因为小女子跟荣宝拍卖是有渊源的，正应了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小女子在荣宝也经历过兴奋与失落。ghC万圣书城

拍卖会时有发生种种匪夷所思的事，荣宝拍卖是规范经营的企业，但有一次……记得那是在荣宝2012年的一场拍卖会，那一场我同时看中两个拍品：一对嘉靖黄釉盘和另一对雍正黄釉盘。当时信心满满，想着非我莫属，没想到竞拍时，在委托席上有个电话委托一直不依不饶跟我争，第一对嘉靖黄釉盘，从头到尾都是电话委托跟我在“二人转”，我举一下，电话委托就跟一下，由几十万一直举到一百多万，我举不过电话委托，败下阵来;到了另一对雍正黄釉盘拍卖时，历史又在重复，还是一模一样的“二人转”，又是由几十万举到一百万了，气得我不拍了：光天白日的见鬼了!拍卖场遇鬼的事听得多了，这回缠上小女子了。不玩啦，一跺脚，一收牌，一起身，一扭头，走了。任总见状马上从委托席走下来送我，边送边解释确是真实委托，还一再谢谢我。当时我正窝火，气鼓鼓地说：“没拍到，又没佣金给荣宝，干嘛谢我?”任总说：“谢谢你把价格举得那么高。”一名话逗得我反恼为笑。ghC万圣书城

任总说得非常诚恳，他是老实人，说不定真的是委托呢，总不能自己买不到，就去怀疑别人吧。任总的话也是提醒我：价格或许真是太高了，失之何足惜呢?ghC万圣书城

但心里总是不舒服。ghC万圣书城

拍卖场拍不到是常见的事，价高者得，败了也口服心服，我从没怨言，但败给神龙不见首尾、不知真假的电话委托，令人十分郁闷。我在其他拍场还见过更奇葩的：委托席上那个委托连电话都没装模作样拿在耳边，而是直愣愣地扭头瞅着我，我举一下，他连想也不想就跟举一下，那种情状更气人!ghC万圣书城

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必耿耿于怀呢?拍不到就算了，也许是跟拍品没缘分吧。一念至此，我才释然。ghC万圣书城

自从这次以后，我在荣宝拍卖就没再遇到过这种情形了。ghC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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