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玩收藏鉴赏研究会会长卢鹤寿
回郑创办古玩艺术馆，欲打造一张中原文化新名片

搞收藏不只是收藏财富
历史文化才是收藏之源

清仿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清
乾隆粉彩九龙纹天球瓶，而全
国绝无仅有的宋汝瓷匜则堪称
国之重器……这些稀世珍宝你
见过吗？眼下，它们都被收藏
陈列在位于郑州市航海东路的
中博鉴藏古玩艺术馆。
在古玩艺术馆除了美不胜收的
艺术品，还有每天从天南海北
直奔这里作鉴定的藏家，每到
周末馆里更是爆棚，他们要拜
访的是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中
国古玩收藏鉴赏研究会会长卢
鹤寿。
卢鹤寿是中博鉴藏古玩艺术馆
的创办者，也是这里驻馆的专
家组组长，在广东卫视、香港卫
视、河南卫视等都开设有自己
的栏目。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为几位
来自山东的客人鉴宝，经过一
番“望、闻、问、切”，遂得出结
论：“这只赏瓶是晚清的粉彩，
底子是光绪年间的，上面是后
仿的。这个留下。其他4件一
看就是典型的化学料，纹饰也
不看好，回去退了吧！”看似简
单的几句话，客人听了，有欣喜
有失落，但对鉴定结果十分信
服。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每个走进中博鉴藏古玩艺术馆的人，都为
这里的藏品叹为观止，这里几乎每件都弥足珍
贵，书画区更是大师名家力作，徐悲鸿、齐白石、
张大千、傅抱石的真迹。一位资深收藏家到这
里看过后兴奋地说：“有一老板刚刚请我过目收
藏的一批名人字画，我一看全是一堆‘烂糟货’。
假的毁眼，真的养眼，这里的作品才让我眼前为
之一亮！”

卢鹤寿对于馆藏再熟悉不过，每一件都能
讲出一段历史，讲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卢鹤寿
说，中博鉴藏古玩艺术馆藏品 3.8 万件，是目前
河南省单体面积最大、藏品最多的古玩艺术馆。

卢鹤寿是河南周口人，他1972年离开家乡，
40多年来一直在外地工作。谈到建馆初衷，卢鹤
寿说:“虽然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但乡情难忘，去年
受邀决定回郑进军古玩艺术文化产业，以期打造
一张中原优质文化名片。”

“河南是个文化大省，中原文化底蕴深厚，收
藏交易者众多，但现在拍卖公司比较多、艺术品行
业比较混乱，藏家显得很迷茫，所以构建这样一个
专家、藏家、买家互动的平台。目的是通过这些标
本让藏家认识到什么是真品，让藏家东西有出
口。而对买家来说，我们也是保真保退，让买家放
心。”卢鹤寿说。

“艺术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折射出一种历
史信息，真正的鉴赏家独具慧眼，能从中观望出不同
的时代风貌。比如山东藏家的那件晚清粉彩赏瓶，底
是乾隆年间的，上面那个是光绪年间的后仿，这叫晚
清仿前清，这种仿法叫官仿官、后仿前。”卢鹤寿说。

为什么不是一个历史时期呢？“这叫寄托款，用
以寄托情怀。清代康熙的很多东西，打的是明代宣
德，出于对前一个朝代的缅怀，这个可以打。”

“比如光绪崇拜康熙帝，称康熙朝为‘大康熙’，一
说起‘小康熙’就指的是光绪当朝。瓷器也常打康熙
款，形制、用料、做工样样都仿，这对专家来说很考眼
力。搞收藏需要综合素养，研究瓷器不懂历史不行，还
要懂文化，懂民俗，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卢
鹤寿说，看一件瓷器要看时代特征，如康熙盛世社会很
安定，民众生活休闲，反映渔樵耕读的题材很多，就连
树上的鸟也是如此，画得很肥，很安逸，看它的样子，蹲
在树上连动都不动，反映了社会的稳定和富裕。

每天鉴定几十件，甚至上百件艺术品，要调动
多少历史的、专业的鉴定信息，谁也无法计算。“没
有别的爱好，工作就是爱好，爱好也是工作，我把时
间都用到了工作上。”

“有人说我是火眼金睛，识古通今，说到我这儿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靠家学熏陶
和长期的学习实践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为了吃
透瓷器如何作假，他在景德镇跟着大师制作、仿制，
在江苏宜兴，他天天跟着大师烧紫砂壶，知真而辨
假，所以才能一眼判真伪。

卢鹤寿的书法是童子功，自幼秉承家学，他的
书法从颜楷、隶书入手，自成一家，其作品曾被法国
卢浮宫收藏。2014年被评为中国当代书法家五十
强，其作品作为国家名片被国家邮电部发行新中国
成立65周年马年邮票。

他国学深厚，熟背唐诗宋词，撰写古诗词、对
联，常常信手拈来。正如他所说：“真正的专家是一
个系统工程的学者。”

“一个藏家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有人把他
领到一个地方，指着说这是一个宋代的墓，让他拿出
100多万买了它，里面东西都归他。藏家同意了。现
场从里面挖出36件瓷器，老先生以为发了大财，高兴
坏了。第二天把我喊去，我一看，好家伙，把青花都埋
进去了。宋代哪有青花呀？我当场否定了。36件瓷
器都是现代工艺。”这叫“埋地雷”，卢鹤寿说。

“过去说眼见为实，现在眼见都不为实了。藏家
犯的错误实在让人痛心。”卢鹤寿认为，现在，全国收
藏大军达8000万，不管是投资型还是收藏型的藏家，
普遍都缺乏系统的学习。历史文化是收藏之本、收藏
之源，没有综合学养的基础，谈收藏只会是一句空话。

“收藏永远不缺市场，缺的是眼力。他告诫藏
友一定要多看少动，多到博物馆参观真品，只有多
看真品才能锻炼自己的眼力。还要多向专家学习、
向圈内行家请教，‘读书万卷，不如名师指点’。 古
玩的核心是什么？‘古’是历史年代，‘玩’是鉴定赏
析。收藏就在于收藏它的文化价值。”

卢鹤寿说，端正收藏动机和出发点是涉足收藏
的重中之重，“搞收藏不只是收藏财富，更是收藏文
化、收藏快乐、收藏健康。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地去
享受收藏。”

“艺术馆里绝大部分藏品是家藏。”卢鹤寿
生于收藏世家，到他这辈已是第四代传承，从小
耳濡目染，兄弟几个都会“看东西”。卢鹤寿更
是对国家对民族充满责任、担当与奉献意识，他
已决定将来自己的藏品不留给后代，全部捐给
国家。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眼下收藏热持高不
下，藏家都希望自己的藏品得到权威人士的肯
定，并从中学到更多鉴赏知识。收藏界有句话，
专家鉴定藏品，藏家鉴定专家。而卢鹤寿就是
被收藏界认可的最具公信力专家。

卢鹤寿自言，40年来从未有过午休，常常从
早上 9 点，一直工作到晚上 7 点，中午只用一刻
钟时间吃饭。一天看下来，身子都是飘的。虽
然也想多些休息时间，但面对从四面八方找上
门来的藏家，他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争取让他
们按时赶上回程的火车、飞机。

“东西真，让藏家知道它们的价值；东西不对，
让藏家知道它们错在什么地方。凡是来的人都说
增长了知识，知道了对错，提高了眼力，以免他们再
走弯路，再错下去。传道授业、解疑释惑，这也是我
所追求的。”

“有一说一，不能给钱就说真，不给钱就说
假，这是职业操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采访
当日，卢鹤寿遇到一位从内蒙古来的藏家，经过
认真鉴定，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藏家：“这只宝石蓝
底、盘着两条白龙的元青花是罕见珍品，价值在
3000万元。”在座闻之皆惊，藏家更是掩饰不住喜
悦之情，坦言只是数千元收购。这位藏家说，自
己是第二次来找卢鹤寿搞鉴定。“北京我也找过
几个所谓的权威专家，但他们就一句话，其他啥
也不讲。卢老师从年代、釉色、做工都一一把细
节讲清楚，毫无保留，让人心悦诚服。”卢鹤寿的
眼力和人品得到了众多藏家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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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专家
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