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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对古书收藏心有所感的韦力，拉朋友拓晓堂多次长
谈，出了本《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全书分七章，每一章
的标题都颇有趣味：忠义录、考工记、艺文志、百艳图、英雄谱、先贤
赞、清暇录。一问，果然都是韦力珍藏的古书，正好拿来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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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收藏圈是这样一个圈子——你很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

者以为，收藏古书的必定是些不接地气的老学究。但这圈子不仅真实

地存在着，而且，中坚力量多为四五十岁的成功人士。

而古书，也并非总是脏兮兮的，它亦有耀眼时刻。2012年6月，苏州

过云楼藏书拍出了2.16亿元天价，震撼拍卖市场。当然，多数时候，古

书市场确实是静悄悄的，远不如艺术品市场热闹。

在拓晓堂看来这十分正常，因为古书收藏的门槛向来就高。

拓晓堂，原供职于国家图书馆，1994年加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

司，任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当年秋，他组织了中国古籍善本第一场专

场拍卖会。这被韦力视作“新纪元”——中国古籍的拍卖市场自此打

开，并彻底改变了古书收藏的生态。

韦力也是奇人，1964年生，古书收藏圈没有不知道他的。据他说，此

前古书交易有两个渠道：古籍书店和私人买卖。后者偏少，以前者为

主。“每座大城市保留一家古籍书店，比如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博古斋、无

锡古籍书店……”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古籍书店都是有门槛的。

韦力回忆，中国书店在北京琉璃厂设多家店面，其中有“读者服

务部”。“那是个套间，一间套一间。”最外层是普通线装书，连乾隆以

前的本子都很少。往里一层，专供图书馆和公共单位，凭介绍信才能

进。再往里是首长服务室，到一定级别才能进。“你就明显地知道，这

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资格。你作为读者是最末等

的，只能买最破的书。”

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改观。1983年“古旧书市”在北京琉璃厂举

办。韦力还记得当时的盛况：“书店拉来一卡车书，往院子里一倒，堆成

座小山，每本五角钱。”爱书人随即蜂拥抢购。韦力一口气花掉100多

元，“现在一本都要超过两百元了。”

从此，韦力成了书市和书店的常客。那年头古书尚未得到重视，虽

然书价也顶好几个月工资，但和今天比较，就算“捡漏”了。那时“捡

漏”还有条途径。文革后一些人家的书被部分发还，但主人已逝，居

住面积又变小，子女愿意出让。韦力由此得了些好书。

1994年嘉德开启古籍拍卖专场，好日子走向终结。韦力发现，受高

价格吸引，越来越多的古书不在书市、书店现身，而流向拍卖会。爱书

如痴的他，不得不转换战场。同时投身商界，赚钱买书。据说，他收入

的90%投到了古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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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拍卖，爱恨交加的旅程

Q:您在《古书之媒》里说，古书拍卖刚出来的时候您不接受。为什么？     

A:当时得书的主要渠道是古籍书店，而拍卖把价格一下子拉起来了。刚开始，古籍书店没

有迅速反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一部书拍卖行拍了3万，古籍书店的四五千，我是老主顾，打7

折，基本上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了。所以我认为拍卖的形式是胡闹，利用人们对

古籍书店的不了解。在拍卖行买的人是傻瓜。

Q:那时候去拍卖会拍古书的都是些什么人？

A:大部分是喜欢艺术品收藏的，但对古书行当并不熟悉的人。他有这样

一种心理：一幅明代绘画拍几十万，一部明版书才两三万，他觉得便宜了。他不

知道古籍书店几千元。信息不对称。我认为长久不了。人们慢慢会知道，古籍

书店更便宜，那为什么要买贵的呢？但慢慢情况变了。最初价格一拍贵了，我就

去书店买，可后来书店也发现了。结果，只要拍卖行拍出这个价，书店的书就提

到那个价。并且书店也可以把书送拍。拍卖行是偶然性很强的地方，买家互相

斗气，会把一般的东西抬成天价。而你搁书店卖，只会打折不可能涨。于是好

书都送到了拍卖行，架子上捡不到便宜了。

Q:这两年古书往往拍出天价，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A:不可再生性。书画呢，以前有齐白石，今天有当代大师，明天还会有。永远有大师永远有

精品，层出不穷。古书不是，它有恒定量。所以古籍书店有句话：“好书卖一本少一本。”它并不愿

意送拍，但书店是经营单位，有压力。它明知道卖库存对它没有益处，但是要生存，完成利润指

标、发员工的薪水奖金，就靠卖古书了。

Q:拍卖行拍的古书主要来源于古籍书店的送拍，但书店库存有限，由于价格越来越

高，它也很难购入新的。那书店岂不是坐吃山空？

A:这的确是古籍书店的困境，各家都出现货源紧缺的问题。何况，古籍书店本身的负担也

比较重。20世纪50年代搞公私合营，除了店面，还有大量人员合并进来，以至于很多古籍书店养

的退休员工比上班的还多几倍。以前没社保，这些人由企业负担，包括医疗报销等等。这是历史

遗留问题，没有办法的事情。

韦力
专注古书三十年

古法收藏，遵从文化传统

Q:据说您每年买古书要投入600多万，是这样吗？

A:这只是个平均数。买古书是被动过程，不是你能先想好的，今年500万、明年

600万，不确定的。比如有的书一出来就1000万，你不能说今年我就花600万。明年

呢，没有你想要的，手头有1000万也只能看着。

Q:您曾说自己的藏书观念和郑振铎、阿英那一代藏书家不同，为什么？

A:每个人都会受时代的影响，郑振铎他们就受新文化运动极深的影响。据我

的思考，他们的思路有点像西方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重要方式，就是用戏曲、小说

和诗歌打破中世纪的禁锢，以此启迪民智。新文化运动先驱可能也是这种思路。为

了打破封建、冲破思想禁锢，他们就抬高小说、戏曲，提出了“四大名著”，强调元曲

的价值，等等。而在古代藏书家那里，这些是民间玩的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分类法——经史子集，是有尊卑之分的。经最重要，史

次之，子、集地位很低。小说就放在子部嘛。新文化运动后这些全都倒过来了，子

部、集部最尊，接下去是史部，经部几乎无人读。反映到藏书上，那一代藏书家如郑

振铎、阿英，都注重子部和集部的收藏，使这个门类大为兴旺。

Q:对此您不认可？

A:我并不是反对这种观念，而是觉得，中国的文化体系，从孔子以来有2400年

都是一个体系，只有近100年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新文化运动有它的使命，他们

要打破传统、启迪民智。他们错吗？他们没错。那是他们的时代性。而今天我们的

时代性是要遵从传统。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代，所以在藏书方面，就要客

观。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原貌，而不是用今天的眼光来批判古人。

痴迷，因为有先天的爱

Q:您究竟有多少藏书？

A:我最近在整理书目。其实这是我第四次整目，因为越整越严谨，就会推翻再

来。新的整目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估摸着算，大概有七八万本的样子吧。

Q:整理书目是要做什么？

A:从1949年之后，私人书目只出过郑振铎的藏书，并且他是逝世后别人替他整理

的。也就是说，六十五年来出版的书目有几百本，全是公版的，私人自己整理的私人藏

书书目，再没有过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要认真地弄，作为标志性的东西。

这部书目出来，能让研究者知道一个私人藏书家的着眼点在哪里。一个人的藏书

代表了一个人的取舍，通过书目可以分析他的价值观、学术趣味。

Q:那您藏书的着眼点在哪里？

A:中国古籍的人文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不单纯是某一个行类。有人专门藏各种版

本的《红楼梦》，有人专门藏版画，都无可厚非。但对我来说，这样中国整体的文化风貌

无以体现。因此，我注重历史上名著的重要版本。

Q:晚清张之洞写过《书目答问》，您的书目，跟他是否构成一种传承关系？

A:《书目答问》是中国历史第一部系统的国学重点书目，我在六七年前，和来新

夏老先生、天津市图书馆古籍文献部李国庆主任进行了增补，出版了《书目答问汇

补》，总计110万字。这部书目当然有其价值，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只谈书名和版本，没有

提要。而我做的是提要式的，每一本藏书都会写提要，详细很多。什么是写成提要式的

呢？就是让学者们知道某一本书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让研究者有个概念和方向。

对话 Dialogue

Q:这种认识是一开始就明确的？

A:不是的，刚开始也不懂，人非生而知之者。我刚开始收藏是杂乱无章的，只是

凭一种本能的爱好。但是既然喜欢古书，就要了解古书的历史，慢慢就明白了什么是

正史。再加上与老一辈的接触，他们对新玩法不认可，我就更坚定了这条路。

Q:您的藏书体系除了按经史子集分类，还有专题性分类。这是为什么？

A:古人藏书是从内容角度着眼，今天我们还会从印刷角度着眼，比如说活字

本的收藏。活字印刷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活字本书又很少，那就作为专门收

藏。活字本书自然经史子集都有，不好分散了放，那就按专题来。这叫既遵从传

统，又有创新。

Q:那您得把每一本古书都看一遍啊。

A:是的，我要翻阅每本书，还要查资料。做了十一年还没做完，就是这个原

因。目前已写了400多万字，全部完成后应该在500多万字的样子。慢慢来、慢慢

整，并不急。

Q:痴迷古书三十多年，您对它的热爱究竟从何而来？

A:喜欢这东西，很难说。我个人的看法，人有收藏的癖好，先天的成分占多数，有

收藏癖的基因在。收藏书几十年，我认识各界的人，有的学者天天接触古书，有的人在

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但他们对古书一点感觉也没有，认为脏脏的，为什么要喜欢？但我

看到就有本能的亲切感，想拥有。好也罢坏也罢，且不评论，但我觉得，爱不爱书跟有

没有知识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对它有先天的爱。

古书收藏的入门书很好找，你只要喜欢，找到一本很容易。但是我

个人以为，意义不大。最重要的还是去拍卖会亲眼看古书，有了感性认

识，再读理性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不要上来就读一堆理论书，那弄反了。

民国书收藏这两年很火热，我一般不涉及。因为民国的书大多用机

制纸，搁了七八十年，纸张都酥脆了。它是从根本上就坏了，连修复都不

可能。收藏就是要保存，你没能力保存它，为什么要收藏它呢？看着它一

天天烂掉吗？

给新手支招

在火影忍者第700话正式完结后，一

场历经十五载青春的剧目以终结走向另

一个转折，作为火影故事全新篇章的载

体，全球唯一正版火影忍者网游《火影

忍者OL》将这场青春盛宴续写延续。近

日，一场催人泪点的感人《火影忍者》舞

台剧落地上海，万人集结，追忆经典场

景的重温行动登场。与此同时，《火影忍

者OL》现场设置人物异形牌供玩家合影

留念，现场更专设游戏体验专区，而丰富

趣味的问答环节让众人共忆经典火影剧

情，在“我的忍道“签名墙中，再掀#我的

忍道#热潮，敢于做自己的你，就是要坚持

属于你的“忍道”。

在舞台剧开始前，现场主持人化身“纲

手公主”与台下观众热情互动，答问环节引

得台下众人争相回答，每个人都对火影忍者

有着极深的了解，自然各式问题都难不倒他

们，丰富多彩的问答环节加深了玩家对于剧

情的回顾，在问答环节之余，“纲手公主”现

场采访了台下的观众及舞台剧coser，在他们

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火影世界，但对于火影

的热爱和执着都是相同的。

火影忍者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一部

动画，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长的历

练与信念的坚守中，我们从鸣人身上学到了

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火影里面叫做“忍

道”。舞台剧在重温经典的同时，唤醒我们

传递这种精神，与《火影忍者OL》一同承接

“火之意志”。

火影舞台剧落地上海《火影忍者OL》万人重温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