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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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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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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徒 

 
 

我于 1961 年从天津市文化艺术学校

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文物公司工作。一年后，

拜著名瓷器专家肖宏度为师（肖宏度，河北

衡水人，古陶瓷经营及鉴定家。先后在古玩

店学徒、当店员。1938 年在天津泰康商场经

营雅鉴斋古玩铺。长于鉴定古瓷器。鉴别确

认过明代永乐青花葫芦瓶等真品，引起古玩

同行的称赞），学习瓷器。在确定三年要达到

一定程度的基础上，订了十年的师徒合同。

1963 年我参加了故宫博物

院举办的公务培训，主学瓷

器，但主要是跟着师傅学徒。 

 
清  康熙年制青花瓷盘 

学徒，开始就是下农村

收购征集，全国各地自己建

点，河北、山东、河南、包

括南方都去过。那时候主要

任务是征集和换取外汇。我

记得最清楚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外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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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还真能收上好东西，像官窑的瓷器、商周的玉器都有，价钱还不

贵。20 岁刚过，跟着师傅出去天南地北到处跑征集。到南方去的最多，

江苏一带，苏州、杭州、武汉都去过，在外一呆就是半年。 
有时独立收购，对自己有一个心理适应和锻炼成长的过程。1965

年我收到一件青花瓷盘的事例，就反映了我在学徒阶段的一些真实情

况。当时我在石家庄定县收购，一天，一位老太太抱着一件青花龙的

瓷器来找我，我特别吃惊地看着她说，二十多里地您怎么来的，她说

走着来的，抱累了我就歇会儿，知道你这收古董。我接过来一看是明

嘉靖年的，款写的好，青花也好，盘子也大。我给了她 80 块钱。当

时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尤其是农村。80 块钱已是不小的数目。她接

过钱就给我跪下了，说你这

80 块钱算是救了我一家了。

我说这是您应该得的。可收

完了以后，我这一晚上就睡

不着觉了，怕买假了，到了

转天，也不想吃饭。那些日

子总是研究这盘子，睡觉也

是这盘子。80 块钱收的，不

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忍

不住了，我给师傅打了一个

电话，请他过来看看。一星

期后，师傅来了，包还没有

放下，我说您先什么也别

干，看看我收的这盘子。师

傅一看说，还行。一听师傅

说行，我这一直悬着的心才 

 
明  五彩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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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嘉靖年制青花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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