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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永高

侯先生是中国
收藏家协会会员、省
古 陶 瓷 研 究 会 理
事。20 世纪 80 年代
末，他建起了我市第
一个奇石馆，后喜欢
上古玉，对中国古陶
瓷特别是魏晋南北
朝的青瓷进行深入
研究，并收藏了不少
精美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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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爱好者如何避免走弯路？
侯先生的体会是：收藏专业性比较强，

个人素养取决于您大脑中的正信息即正确
信息。

入门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是
非常痛苦的，除了勤学多练没有捷径。10
多年来，他研读大量经典书籍，虚心向专
家请教，学习知识，然后就是长期的实践
与摸索。

他也曾因为感觉收藏太深奥而打退堂
鼓，也曾在达到一个层次时感到迷茫。坚持
下来才发现“那是自己的阅历在上台阶”，很
快，就有豁然开朗之感。

他真诚地说，初涉收藏走弯路很正常。
他曾经花1.2万元购得一块战国S龙古玉，
后来才发现是“半真半假”，假的部分是用现
代技术接上的。

“不怕走弯路，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教
训转变成经验。”侯先生说。他经常写一
些文章，在弘扬收藏文化的同时，和其他
藏友交流、探讨。“学费是我的，经验是大
家的。如果把砸在手里的假东西再卖给
别人，就不配搞收藏。那是人品有问题。”
侯先生说。

藏品“鉴”人品，还体现在“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一件藏品，如果明白，就给人
家讲清来龙去脉，否则就说“自己不懂”，然
后加强学习。

他指出，泛泛的玩是一个概念，真正爱它
懂它则又是一个概念。每一个收藏项目都有
非常清晰的脉络，受政治、文化、人文环境的
影响，“这也是后人鉴别真赝的主要依据”。

例如，宋代瓷器与当时皇帝崇奉道教有
关，提倡天人合一，质朴自然，因此，宋瓷大
多不重装饰，重釉色，以釉取胜。

最后，他笑言：“收藏也讲究心诚则灵。
玩玉讲玉缘，玩瓷讲瓷缘。”

(本版照片由吴胜德提供）

“釉料中含有一定的铁元素，经高
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
为青瓷。

“如果说东汉的青瓷还不是尽善尽美
而未脱离制瓷的‘必然王国’，那么，三国
两晋南北朝别开生面的青瓷则已跨入制
瓷的‘自由王国’。”谈起青瓷，侯先生旁
征博引，如数家珍。

聊到收藏经历，侯先生援引别人的评
价：20年完成三级跳——

20世纪80年代末，他喜欢上了奇石
收藏，利用业余时间，采集了许多名石，并
于1993年，在西苑公园组建了我市第一

个奇石馆。
他还在韩国、台湾等专业刊物上发表

文章宣传黄河奇石，曾多次在全国奇石评
比中获得金奖。

石之美者为玉，他在收藏奇石的时候
逐渐爱上了古玉。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
古陶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
里倾注了10多年的心血。

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陶瓷名家
专著，还拜访了耿宝昌、叶佩兰等国内
古陶瓷研究大家，从专家身上学到了
许多专业知识，并积累了丰富的鉴定
经验。

左脚刚跨进侯先生家的客厅，就被迎
面摆放的两组六件瓷器吸引了：高低对
称，错落有致，似为天成。细辨才发现每
件虽高度接近，但型制有差别，应是主人

“玉成”。
跟随侯先生从客厅进书房入卧室，远

追魏晋，近至明清，恍若走进了中国古瓷
博物馆，准确地说是侯先生为我们打开了
一幅魏晋以来中国青瓷历史长卷——

高近25厘米、腹径超过20厘米的西
晋青釉羊头壶，制作规整，壶口为浅盘
式，平底，肩部一侧是羊头形壶流，相对
一侧有曲柄，另外两侧各置一可供提的
系，像桥，称为“桥形系”，通体施青绿色
釉，釉色温润。

这个时期的青瓷饮器常以动物的头部

当壶嘴，除羊头外，还有鸡头、虎头、鹰头等。
东晋青釉盘口鸡头壶，与鸡首相对的

一侧以鸡尾当柄，与口、肩上接下连，便于
手握；肩部两侧有可穿绳提携的桥形系，
整体线条流畅。

德清窑黑釉鸡头壶的造型也器形规
整、古朴，只是釉色黑如漆。

还有，汉朝绿釉瓷牛、长信宫灯、北宋
钧瓷鼓钉洗、辽三彩酒壶、元代刻花缠枝
牡丹纹梅瓶、明三彩十二属相……青翠
晶莹的釉色、精致细腻的工艺、华丽精美
的纹饰、优美丰腴的形体，充满生命力。
难怪五代徐夤与唐朝陆龟蒙两位诗人
曾赞叹青瓷“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
冰盛绿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
翠色来”。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十载心血，他坐拥“青瓷博物馆”

青瓷生辉：春水泻地，翠色满室

收藏三级跳：奇石馆——“工玉”——藏瓷

收藏心得：
收集正信息，藏品“鉴”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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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珠宝杯”洛阳市首届收藏检阅

西
晋
青
釉
兽
钮
羊
首
三
足
鼎

西晋青釉击鼓说唱俑

西晋青釉谷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