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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家张伯驹》

前言

若干年前，有一次，席间一个朋友偶然对史树青先生说及我在写一部书，书名叫《大收藏家》时，史
先生听了不以为然地一哼，道：“叫藏家、收藏家，都可以。大收藏家？除了前朝的米芾、项子京，
当代何人敢如此标榜？”及至见到我，知道我所写的大收藏家指的即是张伯驹先生时，史先生沉吟良
久，叹道：“当代能够堪当如此称呼的，恐怕也就只有张伯老一人无愧。其气节之高古，胸襟之坦荡
，足为世人所景仰！”    张伯驹先生大我五十三岁，称得上是忘年交。机缘巧合，我有幸结识了张伯
驹先生。偏巧，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读书，学的又是党史专业，而党史专业无疑和中国的近代史是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而我的老师、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宋振庭和张伯驹先生又有着数十年的
交往，感情甚笃。于是，我便有了和张伯驹先生深入交往的机会，同时也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位德高望
重的大学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写好张伯驹夫妇，成了我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近我到
网上查了一下，写张伯驹先生的专著除了我十多年前写的一部《大收藏家》之外，尚没有别的长篇作
品，有的只是一些短篇之作。由于老人家生于清朝末世，如果活到现在，应当已经一百一十多岁。时
光荏苒，于今认识张伯驹先生，并与之有过比较亲近交往的人多已作古。前书出版后，最近许多朋友
打电话给我，认为我应当把原书重新整理一下再行出版。这些年，我也有目的地陆续收集了一些过去
没掌握的材料。于是，我在重新改定这部书时把这些材料加了进去，把一些原来明显有错误的地方进
行了改正。    现在，正值全国一片收藏的热潮，我更觉得，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就应该像张伯驹夫妇
那样，把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当做一份珍贵的遗产，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裨益，而不能一上来便计
较能够从中赚取多少钱。如果那样，就把收藏的真正意义糟蹋了。    二０一一年六月四日，在北京保
利公司的春季夜场拍卖会上，元代画家王蒙以东晋葛洪移居罗浮山炼丹故事为主题创作的《稚川移居
图》，以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元的价格成交。    二０一０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时，经过四十分钟的激烈争
夺，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砥柱铭》法帖，在北
京保利公司春拍夜场上，以四亿三千六百八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该作品是20世纪初从广东被商
人贩卖到日本，为日本人藤井齐成的有邻馆收藏。    二０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现代画家黄宾虹的《黄
山汤口》，以四千七百七十二点五万元由北京翰海拍出。    同日，齐白石的《山水册》以七千一百三
十万元的价格成交。八大山人的书画以六千三百二十五万元的价格拍出。    二０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晚八点，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以四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元拍出齐白石的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
。    ⋯⋯    沉重的历史宛若大波奔涌的江河，在无声地日夜诉说。就在这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中间，
曾经上演过多少令人回味不已的故事。近代世界性的文化掠夺，使得多少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
多少稀世之珍流落海外不归，使人徒呼负负，引为千古恨事。    就在这卷帙浩繁的书卷中，或君子，
或小人，或英雄，或败类，写下了让后人永远记住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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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家张伯驹》

内容概要

《大藏家张伯驹》内容简介：张伯驹（1898～1982）是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先生
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继以保
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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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家张伯驹》

作者简介

刘军，收藏小说写作第一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澳门国际人才
交流协会理事会副主席，云南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协会副会长，云南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云南民
间藏家第一人。已著《十二把交椅》《古玩城与老茶馆》《就怕谁惦记》等20余部长篇小说。 柯建刚
，澳门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理事会主席，《澳门报告》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多
年，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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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家张伯驹》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溥儒长张伯驹两岁，生于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十五岁入贵胄法政学堂。一九一四年毕业
于法政大学。第二年留学德国人柏林大学，一九一八年毕业回国，与前陕甘总督升吉甫之女罗氏结婚
。其嫡母在青岛，生母在北京戒台寺。溥儒结婚后，再度到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三年半，一九二二年
获博士学位回国，住戒台寺，读书作画甚勤，一九二四年方迁回恭王府。一九二八年，他应日本京都
帝国大学之聘，担任教授。回国后，任教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专门教学生画画，月薪四百块。 
可偌大一座王府，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根本应接不过来。虽然人员一再裁减，可府中三几十个下人还
是要的。时局一紧，什么东西都看涨，扯块布也比从前多了一半的钱。虽说不久前张伯驹送来了一些
钱，却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单是修陵买棺材，就花了五六万。说起来已是不少了，可这同当年他父
亲出殡的时候比，简直寒酸得没法提。 当年溥儒的父亲下世时，里里外外，足足花了上百万两的银子
呢。 他让管家粗算了一下，这场丧事办下来，已经花掉的不算，还得要五六万现洋。再少，就不成样
了。 三天工夫，收了各方送来的奠仪合成银圆两万五千多块。余下的，还有三万多没有着落。 他不
能不再一次打《平复帖》的主意。 眼下，除了这《平复帖》，整个王府之中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卖出
钱的东西了。就连这座王府，也早已经被他的哥哥溥伟押给了红十字会。 他唯一的心愿，便是体体面
面地把老人的丧事办好。他自己并无所求，老太太死后，他可以搬出去。光是靠卖画，怎么也顾得住
一张嘴了。 他打算把卖字画的事同张伯驹商量，听听他的意思。这时，家人来报，卫公公又来了，要
见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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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家张伯驹》

编辑推荐

《大藏家张伯驹》中穿插了张伯驹丰富的艺术活动和感人的爱情故事。书后附有张伯驹捐献的二十六
幅书画照片、以及他为这些书画所作的鉴定。《大藏家张伯驹》已改编为多集电视连续剧。根据回忆
和采访，以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张伯驹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克服重重困难，倾其
所有收藏这些文物珍品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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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家张伯驹》

精彩短评

1、此生唯一的榜样与精神伴侣！
2、一天看完 敏感信息一带而过 对张伯老更加敬重 要玩就像他这样玩

3、记者笔法，人物形象模糊。

Page 7



《大藏家张伯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