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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廣於1979年出生，自小隨父母下放到大別山區的
安徽省霍山縣東西溪鄉。因父母工作繁忙，劉廣

從4歲就開始上學。他說，小學時就喜歡上歷史課，每
次聽老師講課都特別認真，而下課後，腦中仍然回想的
是歷史課本上的內容。「當看到春秋戰國的刀幣、秦漢
的五銖錢、唐朝的開元通寶這些古錢幣的圖片，自己就
立馬喜歡上了，並充滿了好奇。」劉廣說，尤其是聽到
老師痛惜地介紹中國有很多古董都流落到國外去了，自
己就萌生了「我也要搜集！」的想法。而在當時的大別
山區農村，古錢幣亦是最為容易得到的藏品，引導劉
廣在文物鑒定和收藏的道路上逐漸登堂入室。

從收集古錢幣開始入行
「女生踢的自製毽子的底座、農戶家木箱子的把手，
都是銅錢做的。」劉廣介紹，在他童年生活的農村，古
錢幣極為常見。當同學們知道他喜歡古錢幣後，很多人
都幫他收集。一次，有一位同學從家裡找到一枚開元通
寶帶給他，讓他興奮得整晚都沒睡好覺。因為此前就知
道開元通寶上有月牙印記，後世民間有被演繹成說是楊
貴妃指甲印的傳說，但一直未見到過實物。
此後，劉廣又相繼收集到漢代的五銖錢等更多藏品，
隨之而來的是其在古錢幣鑒賞能力的日益提升。劉廣
說，當你擁有一件藏品後，你就會想把它研究透，就會
更加主動地了解這件藏品背後的歷史和文化。以古錢幣
為例，無論是錢幣的形制、書法和紋飾，往往都有豐富
的文化意蘊和社會背景，或反映宗教信仰、或表達自然
崇拜、或寓意生活願景等，不一而足，卻總能給人帶來
愉悅的審美體驗和精神享受，亦能助人文化修養的不斷
提升。
因愛好研究和收藏古錢幣，劉廣與學校的小夥伴們逐
漸少有共同話題。同時，癡迷收藏，亦帶來學習成績的
下降。他介紹，自己的「不務正業」沒少受父親的教
訓，罵兩句是小事，挨揍也經常有。有一次，父親揍
他，打斷了好幾根劈柴棒。「但當時什麼都已阻擋不了
我對收藏的愛好。」劉廣說，跟小夥伴們漸行漸遠，但
其卻與鎮上及周邊的成人藏友和古玩小商販打成了一
片。一到假期，劉廣就跟隨古玩商販走鄉串戶，有時候

會徒步五六十公里，去看聽說到的那
戶人家有的老物件。而接觸到的多
了，劉廣不只是愛好古錢幣，對瓷器
等其他古玩也開始研究起來。

遇挫買高仿品砸碎研究
上中學時，劉廣在當地及周邊地區古玩藏友圈中已小
有名氣。他介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當地已經開始
有古錢幣的仿品流入收藏市場。圈內的藏友遇到收集到
拿不準真假的都喜歡找他去看看。「每當別人不懂的，
在我這得到答案，我都很自豪，更激發我也持續不斷地
學習。」劉廣說，當時經常有成人到他家去串門，不是
去找他父親，而是去找他鑒定古玩，家人都很詫異。
高中畢業後，劉廣走進了部隊。他介紹，其在部隊裡
是當文書，管理俱樂部的檔案室和圖書室。一直沒有停
止過在文物方面的學習和研究。他稱，與文物古玩打交
道，必須要多看、多問，堅持學習、學習、再學習，否
則就可能「栽跟頭」。劉廣曾擔任過家鄉安徽霍山縣古
玩收藏協會的會長，「有一段時間年少輕狂，覺得自己
已經是火眼金睛，但隨後就受到了打擊。」他介紹，自
己曾看中買下過一位藏友的藏品，等帶回家仔細研究後
卻發現是一件高仿品，一怒之下，他將其砸碎，從瓷片
開始反覆研究。「後來，我又到市場去買各個年代的高
仿品，一共砸了幾十件。」劉廣表示，這件事讓他警
醒，亦讓他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他說：「收藏市場魚龍
混雜，即使鑒定水平很高的人，也不敢說自己能做到萬
無一失。不管是鑒定專家或藏友，都必須要時刻做到認
真、警覺。」

初入門藏友要有朋友圈
對於愛好古玩的初入門藏友，一方面要多花時間學習
古玩方面的知識和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另一方
面就是要多跑市場、多看實物，練好自己的「眼力」。
劉廣介紹，以瓷器為例，初入門藏友可以買一些老瓷
片，從它的胎、釉等方面手學習，亦可以購買一些價
位較低的普通器物作為學習的參考。他稱，古玩的鑒賞
能力，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不能急於求成。此間，

如能有一個高水平的朋友圈，會對自己的能力提升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古玩鑒定高手的火眼金睛，都是交
了很多『學費』，經歷很多心酸、很多年才積累出來
的，如果他能真心地跟你交流和分享經驗，肯定會讓你
少走彎路。」劉廣說。

「撿漏」可遇不可求
同時，古玩收藏愛好者必須要有健康的心態。劉廣

稱，藏品會一直流傳下去，你收藏到了，只是代表你暫
時的擁有。而一個人能收藏到藏品總是有限，藏品對於
藏友來說，精神文化上的享受遠比其物質上的財富可
貴。他介紹，在收藏圈，有很多入門不久的藏友，常常
抱「撿漏」的心理去跑市場，總是希望自己能以極小
的價格就能淘到「高大上」的精品。劉廣坦言，自己也
曾「撿過漏」，一次在湖北，一位藏友拿出一件明末的
捧盒，卻說是道光年間的，因市場價格太低，一直未出
手，劉廣以較低的價格果斷接手。但這只是偶然，劉廣
表示，「撿漏」的前提是藏友必須具備較高的鑒定辨識
能力。「有很多剛入門藏友主要還是跟古玩商交流，這
種情況下『撿漏』的可能性更低。」劉廣說。

寧可錯過不可錯買
劉廣介紹，經常有一些古玩收藏愛好者請他去鑒定。
「90%是仿品。有真的器件，價值1000元，卻是天價買
來的。」他說，對於剛涉足古玩的藏友來說，切勿盲目
下手。如果遇到實在是愛不釋手的器件，去找鑒賞能力
較高的人來幫忙把關。他介紹自己的經驗，「一件非常
優美的器件，假如有一絲一毫的疑問，寧可錯過，也不
會出手。」劉廣稱，對於初入門或愛好者來說，以瓷器
為例，現今如官窯、民窯精品等價位都比較高，很多藏
友對晚清的瓷器興趣不大。其實晚清到民國之間的瓷
器，亦有它的藝術價值。此外，很多藏友都是「以藏養
藏」，從他們手裡流出的藏品，可能價位不是很低，但
真品的可靠性會相對較高。

劉廣說，古玩收藏者與藏品之間的關係，其實是藏品在收藏人。因為藏品

會不斷流傳，但藏者生命有限。

劉廣從8歲開始接觸收藏，現今在安徽省博物館從事文物鑒定和徵集工

作，並兼任內地高校為數不多的文物鑒定實務專業的指導老師，擅長瓷器、

雜項。總結過往歲月，劉廣從學生到軍人，又輾轉工作過多個政府部門，但

卻一直未曾放棄自己的收藏愛好和在古玩鑒定方面的學習，最終的工作亦是

回歸到本身的愛好和特長。他說，收藏的意義在於追尋藏品背後的故事和文

化，由此帶來的自豪感和滿足感，讓人常常夜不能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

新華社電 河南鞏義出土的一件唐三彩日
前被專家認定為中國茶聖陸羽煮茶形象，與
其一起出土的還有3套25件唐三彩茶具、茶
點和白瓷瓷盞等，還原了唐人碾茶、煎茶、
分茶、飲茶的流程，展現唐人茶事生活圖
景。「陸羽所著《茶經》既是對唐代茶文化
的如實概括，也是時人飲茶的一部操作規
範，鞏義出土的這3套唐代茶具為我們作了
具象的圖解。」該考古隊領隊、鞏義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長劉富良說。
201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託

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一建設工地進行考
古發掘，發現了西晉至宋代共24座墓葬。其
中，3座小型唐墓各自出土特徵一致的爐鍑、碾、罐、執
壺、盂、茶台等唐三彩茶具和組合基本相同的瓷器，引起
專家高度重視。
更為珍貴的是，3座墓葬都有墓誌出土，年代為唐代中
晚期，有明確紀年的3套茶具為唐代中晚期唐三彩和白瓷
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標形器。專家
指出，這些出土茶具都能從《茶
經》中找到原型。「出土茶具形象
還原了唐人碾茶、煮茶、分茶、飲
茶的流程，如執壺用於盛水，碾和
罐用於碾茶，爐鍑、盂是煮茶器，
茶台、瓷盞則是飲茶時的必備
品。」劉富良介紹說。
唐代流行餅茶，據《茶經》記

載，餅茶必須經過炙、碾、羅三道

碾茶工藝，將茶葉變成乾燥的茶末後才能煎煮。煎茶更為
複雜，煎煮要「三沸」，還要加入適量的鹽來調味。分茶
時陸羽也有規定：「珍鮮馥烈者，其碗數三，次之者，碗
數五」，過多則無味。
此次出土文物還證明，唐人飲茶時配有茶點。３座唐墓

中各出土尺寸不一的長方形唐三彩茶台，茶台上擺放飾
清釉的水果和糕點，以及鏟形勺子
和筷子，一個茶台上還擺放有飲茶
用的茶盞。
「陸羽創製的唐人煎茶法細煎品

飲，一道道繁瑣工藝使飲茶由解渴
昇華為藝術享受，大大推動茶葉的
生產和茶文化的傳播。陸羽《茶
經》一出，飲茶品茗漸成中國文化
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久不衰。」劉
富良說。

2016年恰逢佳士得250周年、
亞洲區成立30周年的慶典，佳士
得日前在其位於上海外灘安培洋
行的佳士得藝術空間舉辦了展
覽，推出11幅即將於5月在紐約
舉辦的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戰後
及當代藝術拍賣的精品力作，其
中包括克勞德．莫奈、威廉．德
．庫寧、羅依．李奇登斯坦等西
方現當代藝術家的重量級作品。
佳士得印象派及現代主義藝術

部副主席暨高級總監 Giovanna
Bertazzoni 特地提到了莫奈的
《睡蓮池塘》，這幅《睡蓮池塘》堪稱藝
術家本人創作生涯的代表之作，是藝術家
於1918年春夏至1919年底創作的一系列

（共14幅）以穿過蓮葉的光束和水中倒映
的天空為特色的主題作品中的一件。據
悉，莫內畫作的拍賣紀錄就是由同一系列
的作品創下的，那幅作品創作於1919年，
之前屬米勒收藏(Millercollection)，
2008年6月以逾4092萬英鎊（8038萬
美元）的高價在倫敦佳士得成交。
除了上面提到的德．庫寧、李奇登
斯坦外、佳士得這次展覽的作品，還
包括西方一系列大師的名字：巴布
羅·畢加索、馬克．夏加爾、亨利．
摩爾、安迪．沃霍、亞歷山大．考爾
德，山姆．法蘭西斯以及亞洲藝術家
草間彌生等。據悉，佳士得為此將於
京、滬、杭多地持續開展二十世紀西
方藝術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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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出土唐三彩茶具
再現唐人茶事流程

莫奈《睡蓮池塘》領銜
佳士得紐約拍賣精品現身上海

劉劉廣廣7070後文物鑒定專家後文物鑒定專家
追尋藏品背後的故事追尋藏品背後的故事

■■唐三彩茶具唐三彩茶具、、茶點和白瓷瓷盞等茶點和白瓷瓷盞等。。 新華社圖片新華社圖片

■■工作人員展示莫奈的工作人員展示莫奈的《《睡蓮池塘睡蓮池塘》。》。
新華社圖片新華社圖片

■■工作人員介紹德工作人員介紹德··庫寧的畫作庫寧的畫作《《無題無題XXXX--
IXIX》。》。 新華社圖片新華社圖片

■■劉廣向記者介紹他收劉廣向記者介紹他收
藏的藏品藏的藏品。。 趙臣趙臣攝攝

■劉廣藏哥窯油滴。
趙臣攝

■劉廣藏汪小亭酒保。
趙臣攝

■劉廣藏清茶葉沫釉高足盤。 趙臣攝

■劉廣帶文物鑒定實務專業學生參加文化交流活
動。

■■劉廣幫藏友鑒定藏品劉廣幫藏友鑒定藏品。。

■■出土文物證明出土文物證明、、唐人飲茶時配有茶唐人飲茶時配有茶
點……點…… 新華社圖片新華社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