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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内容概要

写这套丛书时马未都五十三岁，自称此套书是对前半生的一个总结，也是个人生经验的大汇集。马曰
：如果我的出生是起点，现在算是一站，下半生决没有等长的时间了。所以古人常常发出哀叹，人生
苦短。其实短长都罢，关键是要活得明白。这套小书理应叫“明白集”。
《马未都说》一套三本，分别用了“枕上篇”、“车上篇”“厕上篇”，每篇都按照人情、事理、文
化、杂谈四个部分分类，写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的感悟，并用自己半生的经历和观察力
，拨开纷纭的现象，直接探究事理的本质，而书中提出的一些关于艺术的普及和创新的观念，无不体
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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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作者简介

马未都，汉族，1955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荣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的创
办人及现任馆长，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著有小说集《今夜月儿圆》，1992年出版的《马说陶瓷
》被许多读者视为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在《收藏家》、《文物报》上发表《明清笔筒》等文物鉴赏
、研究的专著和上百篇文物研究论文小品文章。参与编写《中国鼻烟壶珍赏》。2002年出版《中国古
代门窗》，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奖一等奖。目前他又致力于关于中国古代
家具艺术的研究和整理。2008年出版【百家讲坛系列】《马未都说收藏》（共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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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精彩短评

1、对于古玩学习也有所帮助。品文鉴物，图文并茂。
2、这个比枕上篇有意思多了，不仅介绍的文物玉器华美精致，文章也有趣得多。像封皮上马老师坐
在凳子上那样，喜笑颜开
3、实诚 明白 有品 好玩 的"老"青年 
4、有几篇自己的经历很搞笑，也有几篇挺发人深省的，一般读读，还不错吧。
5、我决定今年去趟观复博物馆
6、我看图多一点，以我之记性能记得汝官哥均定已属不易。
7、文物当中都是学问
8、量力而行 不可贪 活在当下
9、挺不错的小文儿，有点儿扯，说得挺是那么回事儿的，经常是卒章显志和智 。三本书的副标题都
挺耐人，不过没有车，就都在枕边和厕上看完了，呵呵~ 
这该是我所看这部书的最后一本，看后往前又翻了翻，发现这三本儿书值得再看几遍。我还把其中一
些小文儿讲给学生，挺逗的~
10、杂文挺有趣，分为好几篇。
11、喜欢短文，那代人总有说不完的故事
12、更喜欢看他讲文物方面的小故事，此书生活感悟太多，有些太牵强。
13、好，好好好，睇下，写作文都好D!
14、不值那书价
15、挺逗的一老人~·
16、马老师的小品文轻松活泼，读起来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文字水平来说，未见其长。书中马老师抱
着小狗那张照片很有喜感。
17、文字风趣幽默，许多观点与我不谋而合，虽每个话题都未说尽，但能引发读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也是莫大的意义了~
18、　　这本书第一部分写得最有意思，读来每每笑出声来。颇似马三立的单口相声。以下为摘录
　　
　　架子床，有六柱的，也有四柱，偶尔有八柱。可以挂帐子，冬天可保温，夏天避蚊虫。架子床在
明代开始出现，中国人的卧具有大睡和小睡之分，大睡，指晚上睡觉，用床，小睡用榻或罗汉床。小
睡用具也用来请客人坐
　　
　　拔步床，也做“八步床”。是在架子床的基础上，外面设浅廊，像一间房子。主要出现在明代晚
期的富庶的江南地区，北方罕见。拔，向上，比如拔萝卜。拔步，就是抬腿，拔步上床。这种床在苏
州也叫“踏步床”。（浅廊一侧设马桶，另一侧可设梳妆台。
　　拔步床在当时是一种非常贵重的家具，是家里最重要的一种财产。说谁家比较有钱呢，会说他家
里有几张架子床。严嵩被抄家抄出640个架子床）
　　
　　脸盆架。古人没有盥洗间，就在卧房里放一个脸盆架，上面放脸盆。架子上有个横枨很窄，用来
放胰子条（肥皂）
　　
　　七级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梵语，意为塔。七级浮屠即指七重檐的宝塔。
　　
　　虎枕，特产于金代。北宋末年，金兀术打到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下令让潞州窑工烧造“龙床
虎枕”。龙床没有烧成，虎枕烧成了。金兀术在虎枕上睡觉，做着长胜将军的美梦。
　　
　　&lt;说文&gt;刘慎
　　床，安身之坐者。
　　榻—&gt;床，坐具---&gt;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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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下榻
　　东汉陈蕃，喜欢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并设有专榻平时挂在墙上，遇有喜欢的朋友来，就从墙上
取下榻来供友人坐卧
　　一说友人为徐稚
　　（补充部分内容摘自百家讲坛之马未都篇）
19、随手翻翻书右侧的古董照片，也就看个热闹，结合着看看央视二套的寻宝栏目，忽觉有点眉目！
20、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的书籍，特别喜欢每一页的插图，苹果绿、孔雀蓝、观音瓶、梅瓶⋯⋯马爷爷
说的道理人人都懂但不一定人人都能说出来，不错！ps：就是这个里面有那个两毛一脚，就是2010年
黄宏抄袭被毙的小品⋯⋯
21、这都是知识
22、三星给书，外加一星给作者。
23、他的文字不错 。
24、蕴秀书坊 2009.7.10
25、有些故事还是蛮乐的，犹记得那个两毛钱一脚的故事，乐死我了
26、就喜欢这样有趣的老头儿
27、可巧,也就是在车上把这本书给掏出来了.
28、短文，妙趣横生
29、散文不行
30、小故事，小幽默，小深刻，娓娓道来。北京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
31、马爷说的是！
32、翻了100页左右就放弃了。不太感冒这种老派正统口吻的生活哲理小文，气场不对，可读可不读
33、小品，看着玩吧
34、图
35、刚开始看想「这什么鬼」，但看着看着发现文字还是挺有趣的，短小精悍，让我这代人了解了那
些鲜有接触的「生活」。右侧有一幅幅的陶器图和解说，抑或与文章匹配的图片。整体来说装帧精美
，不乏味，是闲暇时候可以随手翻阅的好读物。
36、很多材料又用到录的那节目里去了。
37、马未都在说收藏后，似乎江郎才尽了。
38、马先生看文物的眼力，来自于看人生的通透。在鼓浪屿去过观复博物馆的厦门分馆，准备去北京
旗舰店看看。
39、看吧看吧，风格统一，收藏容易，充实书柜之系列书本
40、短篇
41、马哥还是很有点人生经历和见地的
42、　　从北京去青岛的途中到读了大半，回来不到一小时读完这本小册子，感觉是随笔集和照片集
，还可以吧，解闷玩儿的，也没太较真儿，三颗星吧，马老师的fans别挑眼啊！
43、我是马扎
44、虽然不懂古董，但是他老人家的文字还挺逗，读着读着就会笑出来。
45、很有生活气息，花草虫鱼，1984年的新疆游记，电影、奥运、信息社会、做人做事各种杂谈感想
。每一页的左边是一篇两三百字的小文章，议论一件小事情，右边是一幅文物图及注解，蛮独特的，
从来都不知道文章还可以这么写~
46、　　不知道为什么，和几个喜博古的朋友论及他时。
　　大家都保持想说又不想说，一般般般般般般的态度。
　　我则秉持着喜欢喜欢喜欢真的很喜欢的态度。
　　有人说他爱吹牛，爱显大。
　　但说实话，我倒喜欢这种真实的感觉。
　　一个见识之广，才学之高的男人，得体的说些高调的话又何妨？
　　总比一些伪低调好，现在老有人把低调挂嘴边，都让人恶心了。
　　
　　此书靠后面的部分说到他小时候被拉到医院打针的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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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真的真的是太逗了。我在车上看的这部分，便在车上也哈哈大笑起来。
　　喜欢他的平实，幽默。也谢谢他能把生活的部分与大家分享。
　　愿你的观复越来越好。
　　
47、好书就是不知不觉读完了 有一种新奇刺激的赶脚
48、有点无聊，尤其是奥运那块。书中的古董真是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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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精彩书评

1、刚刚读完马未都的两本书，读书其实就是读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写出书面样的书。读了一个人
的书觉得写得不错，那么肯定会顺藤摸瓜，把他的书都拿来读了，一般都不会差到哪去，当然也有个
别人，一本书写的不错，就跟着出了好几本类似的书，结果不顾质量越写越差，这只是自己砸自己的
招牌，一般有底蕴，能够长期写作，并对自己写的东西很有信心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马未都将是
我喜欢的一个作者，先是看了他的说收藏系列，真的很精彩，家具篇、陶瓷篇、玉器篇，还有才出版
的我正在看的杂项篇，都不错，这两本小书是马未都的杂文，基本上和文物没什么关系，不过每页配
上文物的插图，虽然有的有点联系，但是多数关系不大。马未都的杂文写得不错，不过杂文写得好的
很多很多，为了看杂文我估计是不会看他的书。我感觉还是他写的收藏系列更精彩，不过五六本书下
来，很多话题该写的也都写了，再想写那么精彩的也不容易。改换风格写写杂文也不错，不过我还是
希望能看到更精彩的关于收藏的书出版。同样写收藏，王世襄的文章虽然不那么好看，但是篇篇都值
得你收藏，也许论文化、论底蕴马未都和王世襄还有很大距离。
2、不知道为什么，和几个喜博古的朋友论及他时。大家都保持想说又不想说，一般般般般般般的态
度。我则秉持着喜欢喜欢喜欢真的很喜欢的态度。有人说他爱吹牛，爱显大。但说实话，我倒喜欢这
种真实的感觉。一个见识之广，才学之高的男人，得体的说些高调的话又何妨？总比一些伪低调好，
现在老有人把低调挂嘴边，都让人恶心了。此书靠后面的部分说到他小时候被拉到医院打针的那段，
真的真的是太逗了。我在车上看的这部分，便在车上也哈哈大笑起来。喜欢他的平实，幽默。也谢谢
他能把生活的部分与大家分享。愿你的观复越来越好。
3、从北京去青岛的途中到读了大半，回来不到一小时读完这本小册子，感觉是随笔集和照片集，还
可以吧，解闷玩儿的，也没太较真儿，三颗星吧，马老师的fans别挑眼啊！
4、马未都先生是我及其喜欢的先生，话说此人年轻的时候单枪匹马只身跑到新疆去了，那时的他都
是可爱，祖国儿女人人好，见谁都是你亲人！人都说，不到新疆不只祖国之大，不到新疆不知什么是
异域风情。就冲这一句话，他就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去了，回来时拍了一大组人新疆古城的异域风情，
那照片也是我的大爱。他在《马未都说，车上篇》的自序中写到：“我是一个对各类事物都感兴趣的
人，十分愿意思考其规律，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早年喜欢过文学，错以为是一生的事业，后来发现
人生有许多事情比文学还绚烂多彩，就势力地离文学远去了。走进文物领域，深知此处积淀之深厚，
非一世之功不可攻入，故兴趣盎然。” 我觉得他这种心态是好的，很懂得享受生活得乐趣，而思考，
则是乐趣的生活得佐料，缺之，则索然无味了。
5、这本书第一部分写得最有意思，读来每每笑出声来。颇似马三立的单口相声。以下为摘录架子床
，有六柱的，也有四柱，偶尔有八柱。可以挂帐子，冬天可保温，夏天避蚊虫。架子床在明代开始出
现，中国人的卧具有大睡和小睡之分，大睡，指晚上睡觉，用床，小睡用榻或罗汉床。小睡用具也用
来请客人坐拔步床，也做“八步床”。是在架子床的基础上，外面设浅廊，像一间房子。主要出现在
明代晚期的富庶的江南地区，北方罕见。拔，向上，比如拔萝卜。拔步，就是抬腿，拔步上床。这种
床在苏州也叫“踏步床”。（浅廊一侧设马桶，另一侧可设梳妆台。拔步床在当时是一种非常贵重的
家具，是家里最重要的一种财产。说谁家比较有钱呢，会说他家里有几张架子床。严嵩被抄家抄出640
个架子床）脸盆架。古人没有盥洗间，就在卧房里放一个脸盆架，上面放脸盆。架子上有个横枨很窄
，用来放胰子条（肥皂）七级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梵语，意为塔。七级浮屠
即指七重檐的宝塔。虎枕，特产于金代。北宋末年，金兀术打到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下令让潞州
窑工烧造“龙床虎枕”。龙床没有烧成，虎枕烧成了。金兀术在虎枕上睡觉，做着长胜将军的美梦
。&lt;说文&gt;刘慎床，安身之坐者。榻—&gt;床，坐具---&gt;卧具下榻东汉陈蕃，喜欢结交意气相投
的朋友，并设有专榻平时挂在墙上，遇有喜欢的朋友来，就从墙上取下榻来供友人坐卧一说友人为徐
稚（补充部分内容摘自百家讲坛之马未都篇）
6、马先生的学问、见地都没得说。不过这系列的书都是趁着《百家讲坛》热乎劲瞎凑的。基本就是
博文选编+旧照片图解说。根本不像封面写的那样《车上》——不是关于收藏的知识，只是一些马先
生年轻时的游记、轶事或感慨什么的。借来一看，消遣一下罢了。绝对不值得买着看。想看马先生小
杂文直接去看免费的博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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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

章节试读

1、《马未都说》的笔记-第101页

        古人眼里，最绿的颜色就是蓝，春来江水绿如蓝，所以古代瓷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品种叫孔雀绿
，后人也称之为孔雀蓝。

2、《马未都说》的笔记-第200页

        我原以为文学的傲慢仅次于哲学的傲慢。学问上哲学一定是巅峰，提纲挈领，不具备哲学思想的
人办不成大事。而文学则是视野，美不胜收，具有文学修养的人活得定愉快。

3、《马未都说》的笔记-第86页

        过去古代侠客要显示手中宝剑锋利，只需随手将剑插在小溪中，自己静坐一旁，或品茗，或听笛
，任凭溪水从上游带下一片树叶，经剑刃时轻松分为两片；此时，凡目睹这一刻的人，没有人怀疑宝
剑之锋利。高人往往仅高出一点，不会也不可能高高在上。插剑于溪，不仅仅是高人们哲学意义的表
达，还有美学意义的表达；而壮汉劈竹，费力不讨好，又表达不清，除了蛮劲的展现，与美一点儿也
搭不上边儿。

4、《马未都说》的笔记-第60页

        事物都有一个规律，即优点越多，缺点就越致命。

5、《马未都说》的笔记-第82页

        一年有四季，春雨秋风，夏暑冬寒，跟人的一生何其相似。春雨不如秋风饱满，夏暑不如冬寒冷
静。我们的一生，也要经过四季，但可惜不能周而复始。这一点，我们不如自然。自然不去积累经验
，无需传授，该发生的一定发生，该承受的一定承受；而我们，要积累，要总结，要让这些变成一种
可传授的经验，让下一代人帮助我们重新再来。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有可依赖的前
人留下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多个个体的经历、阅历的综合，这个总和才构成了我们所认知的人文世
界。人文在自然面前非常渺小，我们改造自然的每一步，站在自然角度观察，都显得幼稚可笑。人类
就是在这可笑的进化过程中，学习，总结；再学习，再总结；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6、《马未都说》的笔记-第1页

        审美一定是后天学的，谁也不会天生审美。
慎独，谨慎自己独处时的内心世界。

7、《马未都说》的笔记-第142页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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