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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天津历来是我国北方的文物集散中心，文物资源丰厚。目前集藏

在天津博物馆和其他文博单位的传世精品，即是天津文物收藏百年积

累的结晶。而散存于民间的传世文物，也以其品位高，数量多，在全

国收藏界居重要一席。与此相联系，在这块有着文物收藏传统的沃土

上，先后培育和造就了以韩慎先（与张珩、谢稚柳为全国首批书画鉴

定三人小组）、张老槐、王席珍、乔凤林、顾德威、李济才、唐石父

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文博界享有盛誉的文物鉴赏、鉴定大家。继之，又

涌现出以周叔　、张叔诚、徐世章、王襄、杨石先、吴颂平等为代表

的著名文物鉴藏（赏）家。他们及其家属曾在 20 世纪将毕生所藏的

众多精品捐献国家，使得天津博物馆的珍品变得丰富厚实，并享誉海

内外。截至目前，天津尚有张慈生、刘光启、云希正、田凤岭、田俊

荣、李凯六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们为天津的文物征集、

鉴定、验关，发现和培养人才，乃至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事业的兴衰成败，人才是关键。如何传承文物鉴定大家的经验、

技能和学识，培养更多高水平的文物鉴定人才和领军人物，使文物鉴

定事业薪火相传，是眼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书编写的初衷即缘

于此。2007 年 7 月已经启动的天津市文博系统“名师教室”工程，旨

在加快实施文博系统“人才兴文”战略，多渠道、多途径解决天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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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面临的“断层”和“空白”问题，以传统的

“师承制”模式，使专家名师的学识、经验和技能得以传承，也是出

于同一考虑。 

现代意义的文物鉴定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文物进行辨

伪、断代和评价。通过对文物的综合研究，分析和解释文物的形式与

内涵，对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作出评定。这是一项复杂

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着很强的技术性和学术性。“目鉴”为主，是这

一专业的特性。正是由于文物鉴定专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学习和掌

握这门专业技能难度甚大。能够成为一名高水平的文物鉴定人员，除

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外，丰富的实践经验至关重要，二者相辅相

成，互为依托。“一要看得多，二要记忆好”，所谓“过目不忘”，是

许多前辈鉴定家的朴实语言。看得多，即实践经验丰富；记忆好，即

理论根基和知识积累深厚，并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带有规律性的理

论升华。 

本书编写的特点是采取“口述史”的方法，通过几位鉴定专家对

自己从事文物征集、鉴定与研究生涯的回顾，以及对天津传统古玩业

点点滴滴的忆旧，讲述其经历、经验、感受与研究成果，直观地“回

到现场”，感性地介绍文物鉴定中一些看似细小、实则关键的知识，

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可资学习、继承、掌握、相传的工具，读来亲切、

生动，易于把握，对传授文物鉴定经验、普及文物知识不失为一种有

效的途径和方法。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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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采取口述史的方法编写而成。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

口碑性质之史料也。”一般而言，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叙述”
包括口述和笔述，即由访谈者以录音的形式采访当事人为主，兼顾当

事人的“笔述”资料，在此基础上由执笔者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再行加

工，从而形成口述史著述。这种著述是经历、经验层面的知识和学术

研究历程与成果的综合反映。 
口述史的两个核心和要点是：记忆和诠释。从文物鉴定来说，记

忆可以理解为从事文物鉴定生涯中留下的记忆；诠释则是对鉴定文物

过程的理性叙述。鉴于文物鉴定是一门独特的学科，编写这部书采取

口述史的方法，对每位专家来说，既能体现他们从事这项专业所遵循

的普遍规律，更能体现他们自身的独特方法和视角。在编写过程中，

我们力求把握叙述性、客观性、真实性，保持原始质朴的“口述”语言。

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则采取了口述和必要的笔述相结合方法，从而达

到和保持整个篇章结构的连贯。凭着专家丰富的经历、经验和研究成

果，给读者提供更多了解文物鉴定的视角。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专家许多经验的东西往

往寓于个人叙述的细节中。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文物博物馆工作者

能够从这些细节中，探寻和传承从事文物征集、鉴定、研究值得借鉴

和掌握的要点，学习老一辈文博工作者刻苦、敬业的精神，则是我们

最大的欣慰。 

 

200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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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鉴光阁学艺 

 
 

我 1932 年出生于河北省冀县（今冀州

市）农家，六岁上学，读了五年小学。为生

活所迫，十三岁时从家里出来到北京琉璃厂

专营书画的鉴光阁古玩铺学徒。鉴光阁全名

叫鉴光阁藏画处，是一家有着几十年历史的

大店铺，藏有很多精品。同时，店铺的老板

并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要求伙计

所要达到的标准也很高，需要具备

专业知识和悟性。当时北京古玩行

业的规矩也特严。鉴光阁的老板傅

凯臣先生，在录用人的过程中，是

有选择的：进店四五个人，让你背

诵历代著名画家最简单的历史，一

天让你背十个，如清代著名画家“四
王”指的是哪四位及每个人的简历。

我就背诵过“王时敏，字逊之，号烟

客 ，江苏太仓人。明万历二十年

（1592）生，清康熙十九年（1680）
卒，终年八十九岁”。然后还要熟记 

 
回忆当年学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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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家的作品名称、师承关系、用笔习惯、时代特征等，以此进行最

基础的专业训练。当学徒的时候，需要吃苦，比如买菜、做饭、团煤

球、干杂活。我经常是一边团着煤球一边背，“王翚，字石谷，号耕

烟散人，又号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明崇祯五年（1632）
生，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终年八十有六”。一天的工作完了，

老板就问，十个人物背得怎么样了。我就背给他听，老板听后很满意，

他让我背十个，我背十五个，他让我背十五个，我背二十个，全凭脑

子记。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一个用脑子记、背的习惯，练习背功，直到

现在仍然保持这个习惯。那时到店里来的人很多，可以这么说，“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都是有学问的和一些文化名人，如陆志韦、

陈梦家等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陆志韦（1884—1970）浙江吴兴（今

湖州）人。1913 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后留学美国。1920 年获芝

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

燕京大学教授。1936 年兼燕京大学校长。1937 年后转向语言学，致

力于汉语音韵学和汉字改革工作。1945 年后任燕京大学研究委员会主

席兼校务委员会主席。1947 年复任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著有《教育心理学简论》、《古音说

略》、《诗韵谱》、《汉语的构词法》等。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

虞人。1931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后又就读于燕京大学。1934
年开始攻读古文字学，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1944 年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1947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著有《殷墟卜辞

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尚书通论》、《老子今释》、《汉简缀述》等。

他们在古玩书画鉴赏与收藏方面具有的渊博知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从中受益匪浅。陆志韦、陈梦家是鉴光阁老板的朋友，他们观

赏、品评书画时，我就在一旁听着，之后，我便加以追忆，品味其中



 3 

的道理。可以说，从在鉴光阁学干古玩字画这一行起，直至以后在书

画鉴定上有一定的造诣，与我早年接触的这些人和学到的东西是有直

接关系的。当时店里的库房藏有书画三千多件，老板有意识地让我看，

看的过程中，我都能将其背下来，而且放画的位置我也牢记在心。我

上面有四个师兄，老板让他们拿东西，常拿不出来，不知道放在哪里，

于是就让我去拿，我很快就给找出来，不但如此，我还能将画上的题

诗等背诵下来，老板见我记忆力特强又勤奋，有培养前途，便鼓励我

多读书，多看实物，并提供一切机会让我进行书画整理，使我的书画

知识及鉴定知识在学徒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平解放以后，古玩

行业务萧条，当时我的四个师兄都走了，就剩我自己。经过多年的培

养，老板认为我具备搞书画鉴定的天赋，就对我说，“你千万别走，

这个行当里有你一碗饭。十年能出梅兰芳，十年出不了一个书画鉴定

家，你去天津继续学艺吧。”于是将我介绍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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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石山房”与稀世珍宝 

 
 
1951 年我来到天津，在天祥商场二楼

的“金石山房”继续从事字画业务，在实践中

经历磨练。这期间，我又有幸结识了吴玉如、

龚望等先生，他们对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吴玉如（1898—1982）当代著

名学者、书坛大家。祖籍安徽

泾县，生于南京。早年就读南

开学校，与周恩来同窗。因娴

熟古文，深受校长张伯苓赏

识。后入北京大学预科，复转

朝阳大学。曾在南开大学、天

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任教。

在古诗词、文字学、声韵学、

训诂学等方面造诣颇深。其书

法与上海沈尹默齐名，素有

“北吴南沈”之誉。后在天津图

书馆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协委

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龚 在家中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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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1914—2001）天津市人。早年就读天津国学研究社和崇化学会。

曾任天津县教育史编纂处编纂，执教于崇化学会，终生致力于教育事

业。在经史、金石、训诂、诗文、佛学、书法等方面有很深造诣。其

书法善以鸡颖作隶书，自成一家。同时，嗜文物，精鉴赏。曾任中国

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佛教协会名

誉会长。我当时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吴玉如先生家，向吴老学习诗

词文章；每周二、四、六晚上到龚望先生家，向龚望先生学习经学。

在他们的指点下，我阅读了些书籍，唐诗宋词、画史画论、《论语》、

《孟子》等，我坚持熟读硬背。为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弥补自身文学

知识、历史知识的不足，我还办理了大学旁听证，旁听名师授课。此

外，我还经常求教常来“金石山房”的著名京剧票友、书画鉴定家“夏
山楼主 ”韩慎先、京剧名旦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等。韩慎先

（1897—1962）原名德寿，字慎先，后以字行，别号夏山楼主。北京

人，长居天津，有丰富的古文物知识，尤擅书画、彝器、铜、玉、瓷

及其他文物的鉴赏。1927 年曾赴日本大阪举办收藏文物展览。其酷爱

京剧艺术，向谭鑫培的琴师陈彦衡问艺，研究音韵唱腔，颇得谭派真

髓，以技艺精湛而蜚声剧坛。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天津市文化局顾问、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等职，与张珩、谢稚柳同为全国首批书画鉴

定三人小组之一。结识他们对我从事书画鉴定影响颇深。读书不仅让

我看懂书画上的诗词、题跋，还加深了对作品内涵和意境的理解，更

重要的是知识使我开阔了视野。知识一旦运用到书画鉴定中，便不是

就作品论作品的纯技术手段，而是上升到用学术的观点分析、研究、

解读书画的层面。因此，刻苦是知识积累的前提，知识的积累是对从

事书画鉴定事业的基础。 
在“金石山房”我经手许多珍贵书画，当时正值天津“八大家”变卖

家产，老板抓住这个机会收购了大量古旧书画，其中不乏精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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