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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珍藏古玩杂件  陈列文史精华“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人文盛起，蜚声海内，被誉为“东南邹鲁”。
徽州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
粤文化等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绚丽多姿的华夏文化。
徽州文化实质是中华文化在徽州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独具特色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文化在徽州的一种
深厚历史沉淀。
徽州自古嗜商，重儒致艺。
徽州民间是一个珍藏华夏史料的宝地，足研究域内外器物发迹的渊源。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民间收藏的家世珍宝，如铜器、陶器、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散分万
家，失流日渐。
古玩，沉积一个时代精彩的文化；杂件，连缀一条璀璨永恒的天河。
真史难觅，迹失难复，宝损难估。
历史长者，躬身长嘘，尽情呼唤：拯救文物。
古史的撩拨，摇动古歙南麓有志青年黄川木先生的心弦，情不自禁奏起珍藏民间古玩的乐章。
步履深深，脚印沉沉，与伉俪黄美丽志同道合，踏上徽州古道，走进徽域内外的民间，行车经商，互
为供养，倾心尽囊，收藏古玩。
于1996年，健步迈人古歙文化城，于2001年在徽园创办“新安历代文物陈列馆”，得到我国著名书画
家、安徽书协名誉主席陶天月先生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刘天明先生的鼎力支持
，欣然泼墨，题写馆名，为徽园添上一道珍馐，为鉴史画上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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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州古董藏鉴》内容简介：徽商富庶，人文风气浓厚，徽州素有“文化之邦”的赞誉。
明清两代，各类古迹文物颇多，徽州收藏玩赏古玩之风日甚，便出现了人人收藏鉴赏之传闻。
古化石是一份生物进化的自然档案，古玩物是佐证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料。

近些年以来，随着文化艺术的拓掘，珍贵人文魅力的文物，价值日增，各种古玩物均上升成“鉴赏历
史”的热门话题。
一时四方商客和收藏者们纷至沓来，步入古深文化层，争相购求，护存绚丽多姿的史料，大有搜罗殆
尽之势。
为便于探究史实，笔者立志珍藏古文化，收藏本土珍贵文物。

在收藏领域，我刚涉入，是一名学生，书本是吾的恩师，古玩是吾的密友。
古玩市场那些文玩复、仿制品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真（精）品，成为我目睹的实物、鉴赏的标本、辨
识的向导。
以管之见，多数古董有真必有假，在鉴定时做到虚心、恒心、信心，多看、多问、多比。
任何古董，只要经过修整调色后的型制、色调、质地，均与原器不可能完全相同，总有差异，并或多
或少的丧失了原作的风貌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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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川木，字庶民，号知非主人，又号人人见，1970年3月出生于徽州歙县革命老区英坑村。
从小受祖辈徽商遗风的熏陶；上中学时（1986年），协助家人在村里首家办起蔬菜经营便民店；接着
又增项经营猪肉销售和百货商店，并初步筹备资金购买营运客车。
1988年6月中学毕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毅然作出抉择，放下学业，从事驾驶业。
因资金有限便先从事旧货车运输行业，直到1991年才改为客运服务营业，方便于民。
在家乡因多做好事，善于多种经营，发展经济，退耕还林，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全部种植山核桃、板栗
等果树，率先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故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年由营运客车改换为出租车营业，一家人并进城落户。
在歙县城于1998年创办黄山大学士许国山货旅游食品开发中心（“许国”文字及大学士“石坊图案”
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注册）。
随着交往面扩大，日见客商及收藏者把古玩当成“鉴赏历史”的热门话题，并萌生收藏古董的念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藏古家业愈来愈大。
2001年3月，在徽园以首家个人的方式，创办“新安历代文物陈列馆”，当时被《新安晚报》、《黄山
日报》、安徽电视台、黄山电视台、歙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先后对其藏品作过介绍。
在同年国庆节期间，因《黄山日报》介绍及该馆挂牌免费展，得到国内外游客的好评。
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不经严寒，哪能见春天。
吃尽苦中苦，勇立改革潮头三十五载，珍藏古玩一千余件，著书立说，不怕艰难，把人生在世纪初年
，推向一个新的坐标点，为徽州文化添上秀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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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代序)作者小传绘画书法文房四宝木器古代建筑雕塑——木石砖雕刺绣辕门官封户部执照监照
提塘官报军功牌邮票实寄封礼封托带封盐照印章漆器七品官帽兵器陶瓷器珍珠珊瑚玉翠天然宝玉石与
人造宝玉石玛瑙琥珀金银器铜器鎏金钱币料制鼻烟壶等革命遗物古生物化石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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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古今中外，民谣说：“黄金易得，田黄难求！
”确属事实，故价值往往超过金玉数倍，被推崇为“石帝”！
田黄石，其色泽温润可爱，肌理细密，出产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北部山区的寿山乡的一条约一千多米
长、宽二百多米的山溪内，为脱离石脉而独立成块，长期埋于沙土之中，是“无根而璞，无脉可寻”
的石材。
田黄石分上坂、中坂和下坂三个地段组成，上坂是靠溪水上游地区，这儿出产的田黄石透明度高，有
通灵感，颜色以略显微黄的白色调为主。
由于上游的水源好，出产的田黄石犹似玻璃一样光泽明亮。
田黄石的上品称“银裹金”和“田白石”，出自上坂区。
中坂位于溪河的中间部分，所产之石大多标准而规范，而且石质洁净温润，色泽浓重，石中的萝卜纹
理清晰，田黄石中的“田黄凉石”、“金裹银”、“橘皮红”、“黄金黄”、“枇杷黄”、“鸡油黄
”等极品，大多产于此坂。
下坂因处坑头一带，缺乏水冲浪蚀，故石质透明度较差，多为桐油色、暗赭色，纹理较粗。
我国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已有人开始利用田黄石作为石材，雕刻成各种作品。
由于它的成品至清中期才开始流传民间，故我们要收藏明代和清早期时的田黄作品，难度极大。
民国以前的人说：“一两田黄等于十两金”，是有理由的。
现今的田黄产地已近于绝产，故上品的田黄，只会愈来愈少，故愈发珍贵。
田黄石的品种极多，较为珍贵的石头有田黄冻石、银裹金、田白石、黑皮田、金裹银、鸡油黄和橘皮
黄七种。
黑皮田，亦名“乌鸦皮”，色泽多为桂花色，外皮如漆似炭，利用此石雕刻作品，外表黑皮和里面的
黄色或红色，反差尤为强烈。
图46是明末清初“椭形乌鸦皮田黄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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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徽商富庶，人文风气浓厚，徽州素有“文化之邦”的赞誉。
明清两代，各类古迹文物颇多，徽州收藏玩赏古玩之风日甚，便出现了人人收藏鉴赏之传闻。
古化石是一份生物进化的自然档案，古玩物是佐证辉煌灿烂的文明史料。
近些年以来，随着文化艺术的拓掘，珍贵人文魅力的文物，价值日增，各种古玩物均上升成“鉴赏历
史”的热门话题。
一时四方商客和收藏者们纷至沓来，步入古深文化层，争相购求，护存绚丽多姿的史料，大有搜罗殆
尽之势。
为便于探究史实，笔者立志珍藏古文化，收藏本土珍贵文物。
在收藏领域，我刚涉入，是一名学生，书本是吾的恩师，古玩是吾的密友。
古玩市场那些文玩复、仿制品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真（精）品，成为我目睹的实物、鉴赏的标本、辨
识的向导。
以管之见，多数古董有真必有假，在鉴定时做到虚心、恒心、信心，多看、多问、多比。
任何古董，只要经过修整调色后的型制、色调、质地，均与原器不可能完全相同，总有差异，并或多
或少的丧失了原作的风貌和特征。
收在这本小册里的古玩，是我从近几年所收藏的一千余件藏品中筛选出的。
今见的成果，功勋的根基一半属于我，另一半属于志同道合的伉俪黄美丽，她爱自己生活的小家庭，
更爱历史文明的大家庭。
在收藏活动中，我要感谢歙县的古玩商人方信仰，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歙县当代字画
收藏家庄永明先生，他帮我找到很多的编写时所需资料；我更要感谢歙县唐里学校苏鲁豫皖中语会会
员的方辉利老师，他最后把好我的初稿文字关，以及审校、编写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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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卷首语（代序）“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人文盛起，蜚声海内，被誉为“东南邹鲁”。
徽州文化是中华多元文化的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
粤文化等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绚丽多姿的华夏文化。
徽州文化实质是中华文化在徽州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独具特色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文化在徽州的一种
深厚历史沉淀。
徽州自古嗜商．重儒致艺。
徽州民间是一个珍藏华夏史料的宝地，足研究域内外器物发迹的渊源。
    头转星移，岁月流逝，民间收藏的家世珍宝，如铜器、陶器、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散分
万家，失流甘渐。
古玩，沉积一个时代精彩的文化；杂件，连缀一条璀璨永恒的天河。
       真史难觅，迹失难复，宝损难估。
历史长者，躬身长嘘，尽情呼唤：拯救文物。
古史的撩拨，摇动古歙南麓有志青年黄川木先生的心弦，情不自禁奏起珍藏民间古玩的乐章。
步履深深，脚印沉沉，与伉俪黄美丽志同道合，踏上徽州古道，走进徽域内外的民间，行车经商，互
为供养，倾心尽囊，收藏古玩。
于1996年，健步迈人古歙文化城，于2001年在徽园创办“新安历代文物陈列馆”，得到我国著名书画
家、安徽书协名誉主席陶天月先生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刘天明先生的鼎力支持
，欣然泼墨，题写馆名，为徽园添上一道珍馐，为鉴史画上一道风景线。
    黄川木先生智涵深厚，有一个超前意识的头脑，有一双锐利洞察的眼睛，有一张和善会道的嘴巴，
有一颗真情纯洁的心灵，勇立改革潮头，经商驰骋，多种经营，弘扬古文化，护存古物品，是珍藏鉴
宝的专家，是新世纪徽商典型的代表。
    黄川木先生，藏古赏玩，注文立解；尊重史料，客观科学；鉴明真赝，疑则立标；贵至国宝，普及
家珍。
以简洁优美、开拓较深的文字，配上予人临境的珍贵图片，冀以概括提炼中华文化独特灵性和韵致。
    一帧帧古色古香的图片，一篇篇隽美准确的文字，散发吻合史学典雅的魅力。
  “古生物化石”、“古建三雕”、“文房四宝”、“器具铭刻”、“工艺美术”，诸篇分类，黄先
生以密集艺术知识，散文类文采，厚实文化读物思想，集众之所长，以解说笔法融会贯通，使读者耳
目一新，并得到了歙县文化局局长范海生先生和安徽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郭因先生的肯
定和赞誉，悬笔挥毫，题写书名。
    可敬的读者，打开书卷，让我们共进“新安历代文物陈列馆”古玩杂项藏鉴大观园，穿越时空隧道
，在已经历的文明飞跃点作一番思接万载、精骛八极、饶有趣味的神游吧。
                                                               方辉利                                                        二○○四年元月十二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徽州古董藏鉴>>

编辑推荐

《徽州古董藏鉴》是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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