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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马未都》

内容概要

这是第一本关于马未都的深入专访，百家讲坛没有讲述的收藏故事。马未都在百家讲坛讲的是“高雅
”的收藏文化，但谁都知道其实他本人更有趣有料，《马未都说马未都》就是让马未都爆料他自己的
精彩故事。 在这本书里，马未都会跟你侃：他是怎么开始玩收藏的，怎么搞到第一件藏品，怎么“捡
漏”，家里怎么招贼的，怎么跟人砍价，如何获得各种消息，用什么方法使别人信任他，怎样与专
家PK，如何建私人博物馆、馆里有几件镇馆的宝贝，甚至还悄悄告诉你下一个收藏热点是什么⋯⋯还
有，他在玩收藏之前，怎么写小说做电视剧出名，怎么看当年的王朔、苏童⋯⋯在这本书里，你可以
见识到一个真实的杂家马未都，他渊博、生动又极富个性。别以为他只是侃着玩，看完了就知道，这
里边有马未都天才般的见识和几十年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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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马未都》

作者简介

梅辰，已出版作品：《人文大家访谈录》、《鉴赏大家访谈录》、《养生泰斗谈养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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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马未都》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收藏故事出师不利梅辰：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马未都：对。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
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有时无，
因为文学的事情特别多，特别重。我那时出差的机会特别多，约稿什么的，走到哪儿看见有什么好的
东西就买。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藏了，只是外人不知道。梅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这样的意
识呢？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比如我问你（拿起桌子上
的杯子）这杯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把儿的？梅辰： ＠∫＠？马未都：你从来都不想这类问题，但这类
问题我全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杯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一种不带把儿，那么我就会想“人类是什
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给杯子安个把儿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会想，而这样的问题只有文物可以给你
解释，并且文物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仍然是一个文献
史观，但我讲究的却是证据史观，我要用证据说话。我觉得文献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实度就不错了，咱
还别说《史记》两千年前记的事儿根本就记不清楚，咱就说今天的事儿，文革的事儿你写出来的都是
真实的吗！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么近的事儿你写出来都不全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文献上记
得都是真实的呢？所以别说什么《史记》不《史记》的。我小时候对书有极深的感情，认为书里的事
儿都是真的，后来当我发现书里有很多假话的时候，就特别地深恶痛绝。就好像你跟一个女的结了婚
，后来发现她背叛你，你就觉得特可气。我不认为文献上的资料有多重要！我们经常看到报纸上说某
某两个人离婚了，结果两人各执一词，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你听听这个说的也像真的，听听那个也
像真的，你相信谁的？自己亲历的事儿还说不清楚呢，你怎么能相信文字记录的是真实的呢！因此我
不认为文献有多么真实。梅辰：史学家认同您的这些观点吗？马未都：我没跟任何人交过锋。我经常
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叛逆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推动了我想用证据说话。通过文物使我对某些事情有
了自己的认识，于是就逐渐喜欢上了文物收藏。梅辰：您那时玩收藏不需要太多的钱吧？马未都：我
这人一不嗜烟酒，二也没什么恶习，三当时本人又有稿费，这是一笔工资外的额外收入，多牛啊！因
为当时人们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同类同等的人钱都差不多，比如你是工人、解放军、教师，那你挣的
钱就都是有数的，大伙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咱有稿费，咱这不就有钱了嘛！就可以买古董了
嘛，而且那时古董也非常便宜。梅辰：那时候没有假货吧？马未都：真的都卖不出去呢！造假也是有
成本的，可真货却都是白来的。梅辰：把家里的老东西拿出来换点钱？马未都：一般都是由贩子从下
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点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
用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当时出版社是八点上班，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但每周有两次六点就出门了，一
出门骑着车先奔玉渊潭公园东门，东门门口就有卖古董的早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卒瓦）了的
一件东西才十五块钱。梅辰：（卒瓦）的什么？那个年代十五块钱也不少了。马未都：（卒瓦）了个
帽筒。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帽架，一
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来后就搁在上面。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职是靠顶
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后帽子都是供着的，人们对帽
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的。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帽筒在家里也
算是一个重要的陈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帽筒到了清晚期非常流行，
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遛，一眼瞧见一
个帽筒。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没下车，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去拿。当时正是冬天，天儿特
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又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半空时就
知道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那时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接就拿的瓶身，结
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我趁卖主
儿还没反过神儿来赶紧问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快赔钱走人了。赔了十
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的。呵呵，那时的东西都非常
非常便宜。梅辰：按规矩这样的东西应该怎样拿放？马未都：那我首先得下车嘛，我不能骑在个大梁
上，伸手够着去拿嘛，不下车是不行的。另外帽筒是圆的，拿的时候得抠着口沿儿拿，正规的好东西
都应该放在桌子上看，而不是用手拿着看。那时候，第一是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值钱，它本身就撂在
地上的；第二，也不知道厉害，说这东西还能cei了。梅辰：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有的卖家
看见买主喜欢，就说“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您赶上过这好事吗？马未都：多了去了。羡慕吧
？梅辰：（^_^）马未都：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有身份的老者，他们家里都摆着好些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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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说马未都》

。逢着人家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了手我就
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啊？你怎么会喜欢
这些东西？”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 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欢你就抱
回家吧”。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东西而被弄
得家破人亡，而且当时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然后我就特高兴地抱回家去挨个儿
研究，琢磨它都是些什么东西？打眼梅辰：俗话说没有真金白银的付出就不会长出好眼力。您收藏了
几十年，是公认的收藏大家，您是否也有过打眼的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我们早期
的打眼主要都出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也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候买错了
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还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没什么问
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说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荡产。我
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没什么特难忘的
，全忘了。所谓的难受就是当时一会儿的事儿，我这人特能承受。我记得有一年，人家给我介绍了一
个天津的医生，说他家里有点儿东西，我就去了。一进屋，我用眼一扫就发现这家的东西不错，都是
真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哪儿有点儿毛病，就是我不想要，总之是都不理想。我大概看了看，然后就问
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点儿的东西？这时候他就下意识地看了他老婆一眼，我就知道这事儿得他老婆说
了算，我就赶紧跟他老婆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儿好东西看看？只见夫妻俩目光一碰
说“要不就把那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然后对我说“你得等会儿，不太好拿。”那女的起身把壁柜
的门打开，柜子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帽子、被子、衣服、鞋什么都有。你知道过去老房子的
那种大壁柜，里面特别大，没有隔板就是一个直筒子。然后她就稀里哗啦地开始往外掏，一堆一堆的
掏了大半间屋，堆的跟座小山儿似的，我就觉得心里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没看上就
特尴尬。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的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打开一看正是我
最想要的东西。当时他开价十六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有一百六
十万了，十倍吧。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八万行不行？”然后他立
马就说：“你现在给我钱？”应该说这夫妻俩前面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没有漏洞
，就到这句台词给演砸了。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户里人怎么可能让你砍下一半价钱呢！它又不
是秀水街！不可能的！户里的人要十六万，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没有一个户里人卖东西
你还完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这人怎么那
么容易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我推说今天没带钱，
改天再来。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回来的时
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价就不灵了。因为但凡你跟他说好的价都是你认为有得赚的，亏钱的事你
肯定不干嘛，所以你只要是不当场给钱，你前脚一走，那户里人马上就开会研究、找人咨询，所有人
都会告诉他“你卖亏了，那人你得多弄他⋯⋯”都是这样，我经过的这样的事儿忒多了。有的时候你
事先说好了的价，过后你带着钱去，那户里人当着你的面就动起刀来“谁让你卖的？这个价你要敢卖
，我就跟你拼了！”（梅：呵呵，演技派的）那你没辙！反正那个价你是买不着了。往往这种情况下
你都是妥协——加钱。因此有了这些经验后我一般就是当场说完就给钱。但我还是有点不死心，过了
几天我就带着八万块钱又去了。到他家后我就把那东西拿到阳台上去看，特别仔细地看，我就发现那
东西可能是仿的，不好⋯⋯没买。这要是碰上个不知深浅的上来一刀砍下一半儿，还寻思着是捡着便
宜了呢！哪儿那么多好事儿？就你本事大能砍下一半来？！梅辰：古玩行里的老话：搞收藏最忌讳的
就是“看戏”、“听故事”。马未都：年轻的时候听的故事多了，净听故事了。什么他们家祖上是宫
里的太监啦、宫女啦、厨子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是偷的，有的是赏赐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
。自始至终那就是他们编排好的一出戏嘛，不定在家排练过多少次了呢。包括场景、道具的布置以及
前后台词的设计，先弄一堆半好不坏的东西给你看，然后就等着你问有没有更好的，接着那个男的再
不失时机地看他老婆一眼，继而他老婆又嘟嘟囔囔、极不情愿地给你翻箱倒柜地倒腾⋯⋯演得不错，
差点儿把我折里头。梅辰：现在没人敢跟您演戏了。马未都：现在他们做不了我的套儿！他们那些套
儿我全知道。当年我初入古玩行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坏，也没人做套儿，等他们这些年学坏了我也练出
火眼金睛了，他们也玩不了我了。我这人主要是不贪，因此没那么多“好事儿”找我。找我的事儿都
是公平的事。梅辰：您的意思是说做套儿也得看人，看着谁贪就给谁编个故事，演一出戏？马未都：
对呀，人家看你贪，不套你套谁呀！上当的人都是因为贪！贪便宜，觉得自己有能力买点儿好东西。
门儿都没有啊！梅辰：老听说别人捡漏发大财，谁心里不痒啊。马未都：第一我觉得不要试图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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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底下，老觉得一线赚钱。我早期就被人一步步地从北京诓到过瓦房店。那时年轻，人家说有一特好
的东西，好得不得了，我就跟着去了。他当时没说去瓦房店，他说东西在沈阳，我就坐火车去了沈阳
；到沈阳后他又说东西在大连，又去了大连；到了大连又说在瓦房店⋯⋯好不容易到了瓦房店一个农
民的后院，那农民扒开一堆破柴火，从里面神秘地掏出一只碗来，我一看立马就来气了“孙子你蒙谁
呢？！”一看就是他昨天晚上刚搁进去的。特可气！梅辰：当时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农村收来的？马
未都：对，哪儿的都有。当时没有正常的市场，哪儿都有可能去买。我专程去买得很少，都是利用工
作之便，出差什么的去买。当时它还是我的一个业余生活嘛。梅辰：上过一次当了，再去就会很谨慎
了？马未都：对，后来我们就有了行家之间的通话。行家之间的通话都是靠谱的，我知道哪个地方有
了再去。待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就让对方先把照片发过来，看准后再行动。现在我哪儿也不去了，也
不需要去了。失之交臂梅辰：收藏了几十年，有没有您特想要，但因各种原因最后失之交臂、至今想
起来还觉得甚为遗憾的东西？马未都：多了。几次与空白期的青花大罐失之交臂就挺遗憾的。空白期
的青花大罐从学术的角度讲非常珍贵。过去讲明朝的瓷器指的就是永（乐）、宣（德）、成（化）、
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八个时期，但明朝是十六个皇帝，其中有三
个皇帝正统、景泰、天顺当朝了三十年，明朝差点从这儿改朝换代，差点儿亡了，因此这三朝是没有
官窑的。官窑全部停烧，无任何官款瓷器传世，因此也就没有了官窑的标准物，历史上称这三十年为
黑暗期，也叫空白期。但民间肯定还是在生产，不可能那三十年老百姓不用瓷了，但器物上没有具体
的年号。第一章 收藏故事出师不利梅辰：您的收藏经历好像开始的特别早？马未都：对。上世纪80年
代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我对文物的理解时
有时无，因为文学的事情特别多，特别重。我那时出差的机会特别多，约稿什么的，走到哪儿看见有
什么好的东西就买。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收藏了，只是外人不知道。梅辰：您当时怎么就有了买文物
这样的意识呢？马未都：因为我这个人每看到一样东西我就要想“为什么是这样？”比如我问你（拿
起桌子上的杯子）这杯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把儿的？梅辰： ＠∫＠？马未都：你从来都不想这类问题
，但这类问题我全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杯子有两种，一种带把儿，一种不带把儿，那么我就会想“
人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给杯子安个把儿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会想，而这样的问题只有文物
可以给你解释，并且文物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史观是有问题的，我们仍然是
一个文献史观，但我讲究的却是证据史观，我要用证据说话。我觉得文献有百分之二十的真实度就不
错了，咱还别说《史记》两千年前记的事儿根本就记不清楚，咱就说今天的事儿，文革的事儿你写出
来的都是真实的吗！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这么近的事儿你写出来都不全是真实的，你怎么可以说
文献上记得都是真实的呢？所以别说什么《史记》不《史记》的。我小时候对书有极深的感情，认为
书里的事儿都是真的，后来当我发现书里有很多假话的时候，就特别地深恶痛绝。就好像你跟一个女
的结了婚，后来发现她背叛你，你就觉得特可气。我不认为文献上的资料有多重要！我们经常看到报
纸上说某某两个人离婚了，结果两人各执一词，谁跟谁说的都不一样，你听听这个说的也像真的，听
听那个也像真的，你相信谁的？自己亲历的事儿还说不清楚呢，你怎么能相信文字记录的是真实的呢
！因此我不认为文献有多么真实。梅辰：史学家认同您的这些观点吗？马未都：我没跟任何人交过锋
。我经常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叛逆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推动了我想用证据说话。通过文物使我对某
些事情有了自己的认识，于是就逐渐喜欢上了文物收藏。梅辰：您那时玩收藏不需要太多的钱吧？马
未都：我这人一不嗜烟酒，二也没什么恶习，三当时本人又有稿费，这是一笔工资外的额外收入，多
牛啊！因为当时人们的收入都是固定的，同类同等的人钱都差不多，比如你是工人、解放军、教师，
那你挣的钱就都是有数的，大伙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咱有稿费，咱这不就有钱了嘛！就可以
买古董了嘛，而且那时古董也非常便宜。梅辰：那时候没有假货吧？马未都：真的都卖不出去呢！造
假也是有成本的，可真货却都是白来的。梅辰：把家里的老东西拿出来换点钱？马未都：一般都是由
贩子从下面两、三块钱收上来，然后再加点钱五、六块钱卖出去，很便宜的。你知道商业对社会经济
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当时出版社是八点上班，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但每周有两次六点就出
门了，一出门骑着车先奔玉渊潭公园东门，东门门口就有卖古董的早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我（卒
瓦）了的一件东西才十五块钱。梅辰：（卒瓦）的什么？那个年代十五块钱也不少了。马未都：（卒
瓦）了个帽筒。帽筒是清中叶以后放帽子用的一种瓷器。在清早期，乾隆以前是没有帽筒的，都是用
帽架，一般就是一个支架，帽子摘下来后就搁在上面。因为清代满族人的帽子是非常讲究的，他的官
职是靠顶戴花翎去昭示的，如果说摘去顶戴花翎那就意味着丢了官职，因此回家后帽子都是供着的，
人们对帽子是怀有一种很尊敬的态度的。到了清中叶后出现了帽筒，它是一个直上直下的瓷筒。帽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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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也算是一个重要的陈设，因为人们对帽子很尊重，自然对帽筒也会很讲究。帽筒到了清晚期非
常流行，它的主要材质是瓷，但也有其他材质的。那年冬天，我去玉渊潭公园的早市，骑车一遛，一
眼瞧见一个帽筒。我当时年轻，骑在大梁上也没下车，摘下手套，弯腰，伸手就去拿。当时正是冬天
，天儿特冷，我戴着手套，它在地上放得冰凉，我手热，手上又有汗，一拿它手就出水了，待我拿到
半空时就知道捏不住了，我赶紧往回放。那时也没规矩，按规矩必需拿瓶口儿，我也不懂直接就拿的
瓶身，结果往回放的时候它顺着手指肚就滑下去了，眼瞅着要着地的时候就听“啪”的一声，裂了，
我趁卖主儿还没反过神儿来赶紧问价，那人随口就说“十五”，我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赶快赔钱走人了
。赔了十五块钱，闹得我一个礼拜心情都不愉快。现在想想十五块钱真是无所谓的。呵呵，那时的东
西都非常非常便宜。梅辰：按规矩这样的东西应该怎样拿放？马未都：那我首先得下车嘛，我不能骑
在个大梁上，伸手够着去拿嘛，不下车是不行的。另外帽筒是圆的，拿的时候得抠着口沿儿拿，正规
的好东西都应该放在桌子上看，而不是用手拿着看。那时候，第一是因为当时这些东西不值钱，它本
身就撂在地上的；第二，也不知道厉害，说这东西还能cei了。梅辰：据说那时候要是运气好还能碰上
有的卖家看见买主喜欢，就说“您拿走”连钱都不要的事儿。您赶上过这好事吗？马未都：多了去了
。羡慕吧？梅辰：（^_^）马未都：我那时认识的一些文化界的或者有身份的老者，他们家里都摆着
好些古董。逢着人家家买白菜啦、蜂窝煤什么的时候我就一身大汗地帮着干活，每次忙完之后洗干净
了手我就抱着这些古董坐在沙发上反复看。其实我就是奔这个去的。老先生问我“你喜欢它啊？你怎
么会喜欢这些东西？”我说：“我喜欢，我天生就喜欢这些东西”， 有的老先生就会说“得了，你喜
欢你就抱回家吧”。因为那个年代，这些人都是为物所累，“文革”时很多人都是因为家里有这些东
西而被弄得家破人亡，而且当时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所以就慷慨地送人了。然后我就特高兴地抱回家
去挨个儿研究，琢磨它都是些什么东西？打眼梅辰：俗话说没有真金白银的付出就不会长出好眼力。
您收藏了几十年，是公认的收藏大家，您是否也有过打眼的经历？马未都：打眼肯定有过，谁都有。
我们早期的打眼主要都出在认知程度不足上，我们那时的打眼相对今天来说也就不叫打眼了。我那时
候买错了也不过就是把乾隆的当雍正的买回来了，即使是买错了年代但也还是买的老的，今天来看也
没什么问题，也没吃什么亏，还赚钱了。问题是今天的打眼是说买假了，是被人骗了一个彻底的倾家
荡产。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假货。梅辰：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撕心裂肺的打眼经历？马未都：没什么
特难忘的，全忘了。所谓的难受就是当时一会儿的事儿，我这人特能承受。我记得有一年，人家给我
介绍了一个天津的医生，说他家里有点儿东西，我就去了。一进屋，我用眼一扫就发现这家的东西不
错，都是真的，但这些东西不是哪儿有点儿毛病，就是我不想要，总之是都不理想。我大概看了看，
然后就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点儿的东西？这时候他就下意识地看了他老婆一眼，我就知道这事儿得
他老婆说了算，我就赶紧跟他老婆说我大老远的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拿点儿好东西看看？只见夫妻俩
目光一碰说“要不就把那东西拿出来给他看看？”然后对我说“你得等会儿，不太好拿。”那女的起
身把壁柜的门打开，柜子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帽子、被子、衣服、鞋什么都有。你知道过去
老房子的那种大壁柜，里面特别大，没有隔板就是一个直筒子。然后她就稀里哗啦地开始往外掏，一
堆一堆的掏了大半间屋，堆的跟座小山儿似的，我就觉得心里压力特大，我怕万一她掏出来的东西我
没看上就特尴尬。终于在深“柜”尽处掏出了一个盒子，一个包装的很好的、很老旧的盒子。打开一
看正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当时他开价十六万，我觉得很便宜，因为当时那东西的市场价在国外差不多
有一百六十万了，十倍吧。我凭直觉觉得那东西是真的，我就试着还了一个价钱：“八万行不行？”
然后他立马就说：“你现在给我钱？”应该说这夫妻俩前面所有的戏演得都特别好，所有的铺垫也都
没有漏洞，就到这句台词给演砸了。我跟户里人打过多少交道？户里人怎么可能让你砍下一半价钱呢
！它又不是秀水街！不可能的！户里的人要十六万，你最多砍到十五万那都能累死你！没有一个户里
人卖东西你还完价他立马就卖的，他一定得跟你拉锯，跟你磨，他不可能让你砍到一半价钱的！“这
人怎么那么容易啊？”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凭我多年的经验就觉得不对劲了，可能有诈。我推说今天
没带钱，改天再来。因为我的经验是假如你当时没有钱，就算你跟他谈好价了也没用，等你拿了钱再
回来的时候，往往那个已经说好了的价就不灵了。因为但凡你跟他说好的价都是你认为有得赚的，亏
钱的事你肯定不干嘛，所以你只要是不当场给钱，你前脚一走，那户里人马上就开会研究、找人咨询
，所有人都会告诉他“你卖亏了，那人你得多弄他⋯⋯”都是这样，我经过的这样的事儿忒多了。有
的时候你事先说好了的价，过后你带着钱去，那户里人当着你的面就动起刀来“谁让你卖的？这个价
你要敢卖，我就跟你拼了！”（梅：呵呵，演技派的）那你没辙！反正那个价你是买不着了。往往这
种情况下你都是妥协——加钱。因此有了这些经验后我一般就是当场说完就给钱。但我还是有点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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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八万块钱又去了。到他家后我就把那东西拿到阳台上去看，特别仔细地看，我
就发现那东西可能是仿的，不好⋯⋯没买。这要是碰上个不知深浅的上来一刀砍下一半儿，还寻思着
是捡着便宜了呢！哪儿那么多好事儿？就你本事大能砍下一半来？！梅辰：古玩行里的老话：搞收藏
最忌讳的就是“看戏”、“听故事”。马未都：年轻的时候听的故事多了，净听故事了。什么他们家
祖上是宫里的太监啦、宫女啦、厨子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是偷的，有的是赏赐的⋯⋯所有的故事
都是假的。自始至终那就是他们编排好的一出戏嘛，不定在家排练过多少次了呢。包括场景、道具的
布置以及前后台词的设计，先弄一堆半好不坏的东西给你看，然后就等着你问有没有更好的，接着那
个男的再不失时机地看他老婆一眼，继而他老婆又嘟嘟囔囔、极不情愿地给你翻箱倒柜地倒腾⋯⋯演
得不错，差点儿把我折里头。梅辰：现在没人敢跟您演戏了。马未都：现在他们做不了我的套儿！他
们那些套儿我全知道。当年我初入古玩行的时候人还没这么坏，也没人做套儿，等他们这些年学坏了
我也练出火眼金睛了，他们也玩不了我了。我这人主要是不贪，因此没那么多“好事儿”找我。找我
的事儿都是公平的事。梅辰：您的意思是说做套儿也得看人，看着谁贪就给谁编个故事，演一出戏？
马未都：对呀，人家看你贪，不套你套谁呀！上当的人都是因为贪！贪便宜，觉得自己有能力买点儿
好东西。门儿都没有啊！梅辰：老听说别人捡漏发大财，谁心里不痒啊。马未都：第一我觉得不要试
图自己去跑底下，老觉得一线赚钱。我早期就被人一步步地从北京诓到过瓦房店。那时年轻，人家说
有一特好的东西，好得不得了，我就跟着去了。他当时没说去瓦房店，他说东西在沈阳，我就坐火车
去了沈阳；到沈阳后他又说东西在大连，又去了大连；到了大连又说在瓦房店⋯⋯好不容易到了瓦房
店一个农民的后院，那农民扒开一堆破柴火，从里面神秘地掏出一只碗来，我一看立马就来气了“孙
子你蒙谁呢？！”一看就是他昨天晚上刚搁进去的。特可气！梅辰：当时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农村收
来的？马未都：对，哪儿的都有。当时没有正常的市场，哪儿都有可能去买。我专程去买得很少，都
是利用工作之便，出差什么的去买。当时它还是我的一个业余生活嘛。梅辰：上过一次当了，再去就
会很谨慎了？马未都：对，后来我们就有了行家之间的通话。行家之间的通话都是靠谱的，我知道哪
个地方有了再去。待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就让对方先把照片发过来，看准后再行动。现在我哪儿也不
去了，也不需要去了。失之交臂梅辰：收藏了几十年，有没有您特想要，但因各种原因最后失之交臂
、至今想起来还觉得甚为遗憾的东西？马未都：多了。几次与空白期的青花大罐失之交臂就挺遗憾的
。空白期的青花大罐从学术的角度讲非常珍贵。过去讲明朝的瓷器指的就是永（乐）、宣（德）、成
（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这八个时期，但明朝是十六个皇帝，
其中有三个皇帝正统、景泰、天顺当朝了三十年，明朝差点从这儿改朝换代，差点儿亡了，因此这三
朝是没有官窑的。官窑全部停烧，无任何官款瓷器传世，因此也就没有了官窑的标准物，历史上称这
三十年为黑暗期，也叫空白期。但民间肯定还是在生产，不可能那三十年老百姓不用瓷了，但器物上
没有具体的年号。在没有进行空白期瓷器研究之前，人们遇到把握不准的器物时或把它往前靠（宣德
），或把它往后靠（成化、嘉靖）都有可能。虽然空白期的瓷器从工艺上、质量上都算不得上乘，但
从学术角度上讲它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再有就是前两天刚拍的一对雍正粉彩的
碗，落槌价五千万。它原本是北京大学一位老师的，八七年他拿给我，卖价十二万，那时候我哪儿买
得起啊！那时大伙儿还在争当万元户呢！十二万根本连想都不敢想。一听十二万元就觉得是跟自己不
搭界的一件事儿，就像今天有人跟我说有一什么东西要卖我十二个亿一样，转身就走呗，跟我有啥关
系？爱卖谁卖谁吧！后来它被一个香港人买走了。它第一次拿出来拍的时候拍了好几百万；后来又拍
过一次；这次拍了五千多万。当时要知道日后值五千万，我就是砸锅卖铁、借钱也得把它买下来啊。
咳，谁能知道后边的事儿呀，当时就没动这心思，一听十二万头没回的就跑了。梅辰：也就是说在您
没买成的东西里经济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马未都：对，主要是经济因素。你得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支付
能力，这是绝对的。你再喜欢，没钱也没戏。梅辰：那些赔上房子和家产的就是因为太喜欢了。马未
都：这种人是贪，我见过的这类人没一个不是这个因素的。梅辰：您有没有特别爱不释手、夜不能寐
的东西？马未都：没有，我现在对文物都比较清楚了，没有吸引我到非买不可地步的东西了。你看电
视里介绍很多这“国宝”、那“国宝”的，实际上也没那么重要，都是弄得很玄。梅辰：即使《鬼谷
下山》来了也就那么回事？马未都：这就好像某一天你看见一个女子宛若天仙、倾国倾城，你就非得
把她娶回来？有的是绝代佳人，你是没见着。[梅：真都娶回来，晚上自己都拿不准主意往哪儿挂灯。
（^_^）]链接：《鬼谷下山》：指元青花《鬼谷下山》罐。2005年伦敦佳士得（CHRISTIE'S）拍卖会
上其以1568.80万英镑，即约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创出中国瓷器的历史最高价。鬼谷子是中国古
代著名的谋略家，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膑与庞涓皆为其弟子。《鬼谷下山》的故事出自《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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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讲述了战国时期，燕、齐两国交战，为齐国效命的孙膑被敌方所擒，其师鬼谷子率领众人下山营
救的故事。此罐图案描绘的便是鬼谷子一行人下山的情景：鬼谷子坐在由狮虎共拉的两轮车上，两个
骑马之人紧随其后，其中一人打了一面写有“鬼谷”两字的旗。青花：瓷器釉彩名。白底蓝花瓷器的
专称。典型青花器系用钴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蓝花在釉下，因
此属釉下彩。（插图20）梅辰：您现在看什么都不激动了，那还能有乐趣吗？马未都：有乐趣啊，有
很多跟价钱无关的乐趣，是智力上的挑战。你比如这次我在香港博览会上买了好几件东西，其中有一
件特好的东西——朱砂百宝嵌的大漆盒。他们都不识货，尤其是外国人，他们不懂，不认，也不知道
，所以很便宜就卖了。它看着跟新的一样，待会儿我给你看一眼。朱砂是一种很名贵的天然颜料。过
去的朱批用的就是朱砂。把朱砂掺在大漆里，就是很漂亮的红色朱砂漆，故宫里的炕桌等就是这种朱
砂漆。一般来说漆都是以黑色、棕色的为多，红色的特别少，因为朱砂特别贵，成本太高，所以朱砂
漆特别少。现在人们已经基本不使用朱砂了，转而使用像银朱这类价格比朱砂便宜很多的化工颜料作
为替代物。链接：朱砂，古时称作“丹”，为色泽纯正、鲜艳的天然红色颜料。其主要化学成分是硫
化汞（HgS）。朱批：古时皇帝用朱砂红笔批阅的奏折，称为“朱批奏折”或“朱批谕旨”，简称朱
批。大漆：从漆树上割取的天然漆液。亦称生漆。漆树属落叶乔木，又名大木漆、山漆树，因产生漆
而得名。其树皮和叶中具有白色乳液，含有漆酚物质。漆树属全世界约150种，分布于亚洲东部、北美
和中美。中国产15种。漆树原产于中国，后传入日本、朝鲜、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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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只跟聪明人交朋友。马未都是我的朋友。——张铁林说马未都我非常欣赏马未都先生对文物鉴定的
那种直率的表达方式。——正刚说马未都有魅力的男人危险啊，尤其是有文化有涵养又有幽默感的男
人。——“马扎”说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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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书两天就看完了，受益匪浅！与百家讲坛里的内容不同，这本书通过访谈的形式，通过马未都
对文物收藏的经历和理解的这一话题逐渐展开，深入地讲述了马未都对人对物对事的态度。很诙谐，
幽默，但也很有建设性和引人深思。选这本书主要是由于喜欢马未都，人虽然狂，但却是真有本事，
非常的自信乐观而且也很现实。推荐！
2、休息天刚看了人物栏目，介绍马未都，就买了这本书，有趣，马先生有点反叛，书中附有照片，
挺好看的。现在又开始看马先生的博客了。
3、这人靠谱
4、图片都是黑白的
5、部分解释了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6、零零散散的采访杂记
7、马未都真是个称得上睿智的老头！喜欢的他平实中带着幽默，深沉中透着轻松的人生态度！
8、马先生第一次上百家讲坛，我便被他独特的魅力、经历所吸引，是我偶像啊！
9、壮士养成。
10、马未都真乃奇人也，马未都真乃神人也。何出此言，且看观复博物馆。“观复”出自《道德经》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而这博物馆，借用老马的话说，“没来过的人不能想象，来过的人无法复
述，他只能对别人说‘你去看吧’。”
ps：秉烛夜读，以为妙绝
11、马爷的很多观点很独特，学习了。
12、那么有意思怎么分不高= =。笑尿！
13、sm
14、近来天湿热，拿书的手也湿热，唉。 
　　但看马未都的书不累，有文化又不文化，不酸，俗又不俗，俗得雅。 
　　 
　　昨天在“凤凰直播”上看了三个小时的何东访马未都，两个京胚子说文化，说得有文化又没文化
，天南地北，东西南北，就是北京人的侃爷在对话，好看，比看书看电视栏目都好看，不做作，镜头
有时会东移西动的，人坐得也不那么正经，衣穿得也特随意，说文化、说世俗、说人情、说历史，时
间长度没限止，就说得不结巴，想说就说了。 
　　 
　　马未都，这么个自称草根的收藏家，但他的人生阅历让人啧舌。 
　　他出了不少书，我看过几本，都能看得下去，看了我都有收益。 
　　 
　　不过还是听他侃“文化离我们有多远？”更来劲。 
　　 
　　这个马未都，是中国收藏第一人，他通过自己的书籍和讲座引领一场盛世收藏热，无数收藏爱好
者唯“马”首是瞻。他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古典艺术博物馆，他是知识青年、文学青年，也是编辑
、作家、编剧，更是收藏界的老大、传媒界的宠儿。收藏之王马未都作客《凤凰非常道》，对话麻辣
主持人何东，说收藏趣事，聊业内秘闻，辩舆论争议，透过历史文物，看穿世象人心。 
　　 
　　人生不过百年，其实五十年后的人生就是半截入土的了。 
　　 
　　马未都说他的生前身后事，娓娓道来，真切感人，比那些什么狗屁“作协”的人写的**好看多了
，也有文化得多了。 
　　 
　　问他为什么要弄私人的“观复博物馆”，他回答说为的是能“炫耀”，“炫 耀”文化！ 
　　比如说“桌子”，这个词怎么来的？你天天在用在说，但不去想这个词怎么来的。 
　　古时“卓”就是高的意思。 
　　“桌”比椅高，所以就叫“桌”，原为“卓”，后好事之人又加了两条腿，就成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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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事是我们生活中天天遇到但从不去思考的事。 
　　 
　　看看马未都说文化，才知道我真的是一点没文化，文化是什么？就是浸淫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离开生活是谈不了文化的。 
　　
15、马未都是一个奇人，能玩能侃，不同于传统的收藏家也不同于传统的专家，他把北京式的幽默同
他的收藏结合了起来，让更多人更容易地接触收藏和了解收藏。本书比起马未都其它的四本书略显一
般，但也值得一读，过一阵子车技更熟了要去他的个人博物馆参观参观，也近距离看看马未都。
16、 at17 《Over The Rainbow》http://t.cn/zOYsjWm感觉马未都是个老实人，做老实的事情，但是这世
上已很少人肯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些肤浅的人，也做不来！
我最喜欢的是马未都的态度，尤其是无论做大事还是生活中的琐事，都应该有一样的态度。就像他自
己所言：买菜就像寻古董，卖家报了价，你得还价。“他若是要二百，你立马就掏二百，她立即觉得
开价低了，他心里就会不舒服。所以你得砍价，不但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其他人。”
17、这本书虽然不是马未都执笔但是里面的话全是马未都说的，是对马爷的采访。一直很喜欢马爷，
我对古董没兴趣，但是喜欢马未都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一本茶余饭后休闲的好读本。
18、爆了很多料，看得很爽。
19、该书内容是以问答式来叙述的，不是一言堂式的说教，读来使人感到亲切自然说。马未都是当今
收藏大家，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专栏中多次出场，但有很多其本人鲜为人知的经历、经验、思想、
观点和尖锐的看法难以言表，均在该书中纰漏。该书作者以收藏爱好者的视角，提出很多我们大家更
想知道的问题，一一提出，而马未都的回答直接、幽默，读来令人感到真实、过瘾，受益匪浅。个人
认为：电视中的马未都仅仅是一个收藏知识的传播者和普及者，真实的马未都只有在该书中才可了解
到。电视中的马未都展示的只是博学的一面，马未都的思想内涵和心里话只有在该书中才有所体现。
从该书中还意外而又兴奋的了解到以前马未都还来到过我们大连瓦房店。欢迎他再来看看，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庆幸中国出了个马未都！感谢梅辰出了这部好书！
20、感谢马先生！
21、看马未都说故事，人生享受。
22、马未都是个有趣的人  很快就看完 意犹未尽
23、活泛
24、满纸的人生经历，好看
25、书还没有看 但马未都的访谈看过一些 这个人是很有内涵的书我相信也是值得一读的 我想每一个
选择他的书的读者是不会在意我对这本书评价是好是坏
26、跟马未都学收藏，确实不一般
27、走进马未都。
28、喜欢马未都,内容很好看(就是一下就看完了,内容太少)质量也不错,应该是正版的
29、听马未都讲收藏,一下子就被他睿智而幽默的语言吸引，听完了讲坛买书读，图文并茂，知识性强
，虽不收藏，也很喜欢，于是关注他的所有信息。这本书中的许多趣事，在讲坛里也提到过，但作为
对话，场景更轻松，语言更生动，不仅有令人笑出声的趣事，更有风趣的对话，如同参与在采访过程
中。作者用聊天表情穿插在对话中，更是让读者如临现场。趣味盎然的阅读，不知身在何处，被讲述
的历史、收藏经历、辨识知识和历史常识吸引着，直到文字尽头，思绪仍徘徊在那些一问一答之中。
所有看似直白、简单的对话，都有让人顿悟的力量。虽然不能当面请教、当面聆听，也看到了智慧的
眼神，获得了教益，这就是书本的魅力——随时在身边的朋友。值得一读的书，值得品味的人生。
30、谢谢马未都先生能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作品！
31、我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读完《马未都说马未都》的，应该说是《马未都说马未都》给我带了来了阅
读的快感。这些年，当小品的语言成为一种时尚后，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句“赵本山”似的“
幽默”，但让人一听就是“仿”的，没有自己的东西。就像青菜大家都认识，但每个人做出来的口味
不一样。《马未都说马未都》中的东西大家都懂，但马未都说出来一听就是他自己的东西，因为这里
面有他自己的经历、经验和底蕴。即使不借助“百家讲坛”这个平台，马未都也已功成名就，马未都
的“红”因为其深厚的文化修养而给人感到厚实，更多了一分成功的从容和幽默，不像现在那些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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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者成功的人，如没有根的浮萍一样。有马未都这些人在，中国文化之幸!
32、喜欢马未都看世界的方法
33、喜欢这老头儿，但这书给人的印象是：成功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
34、他收藏、人生的经历和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35、很喜欢马未都，很风趣，幽默，很有才
36、馬未都。
37、一口气读完《马未都说马未都》这本书，觉得马先生的知识好渊博啊！
38、马未都的语言能力在书籍和电视中已经是国人尽知了，真好！某一个领域的行家，如果再能有语
言能力，即表达能力，那么对这个行业，以及语言，都是福音！这个行业于是变得精彩，而关于一个
行业的精髓的语言总是很精彩的。陈丹青、冯小刚、王刚、冯仑们的书，就妙在这里。

真是孤陋寡闻，竟从未八卦过马先生的历史，看了本书才闹明白了：

信息渠道匮乏，人人看报纸的年代，他在有500万发行量的只有四个版面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
整版小说，据说当年的500万份报纸至少会有5000万人传看。而信息传播渠道依然匮乏，家家看电视，
并且全社会一个时期几乎只关注一部连续剧的年代，他整了《海马歌舞厅》。

人家写字说话之余，爱古玩。强！
39、《马未都说马未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马先生。
40、都是丰富的人生经历，个人认为马未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很深的阅历，同样也很喜欢看他
的脱口秀
41、马未都.因欣赏他,所以关注他.这本书不错.读完颇有感触...
42、喜欢马未都先生的书
43、了解马未都先生是从百家讲坛开始，风趣、睿智。这本书的作者通过访谈的形式，介绍了马先生
的收藏生平，于简洁平实的言语中，让人感受到马先生的“功力”。转而再看马先生的博客，更让人
觉得在当今浮躁社会中还有人在净心思考，关注民族艺术的真谛。有时间时一定去观复博物馆看看，
我想觉得会不虚此行的。
44、起初觉得书挺贵。
可后来买了才发现，为了马未都，我们作为马扎，这本书再贵都有意义。
简略的讲述了几乎是马未都的一生。马未都语言的犀利，知识的渊博淋漓尽致。
梅辰的语言也很风趣，确实是好书。
45、除了对于古董的认知，更多的，是对人，对事，对物的一种豁达飞扬的态度，人生的智慧，只有
阅历才能丰富。
46、以采访的形式讲述了马未都的经历，看法很独到，收益匪浅。 物流速度很快，书质量好。
47、爱死马未都了，简直就是未来的我！！！受益良多
48、听马未都聊家常似的说他的乐趣
49、看看收藏大家对生活的态度 挺好。
50、一口气看完了，觉得特别好看，推荐给有收藏爱好的人
51、看来老马的份上，给两颗星。和书基本无关
52、不错的书，过去光看马未都说文物，说人生也说的很有意思的
53、《马未都说马未都》该书还不错，马未都说话很有趣，但本书不具备收藏价值
54、马未都先生在收藏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虽然名声在外，但是他仍然能够平淡随和，此书给人感
觉坦诚而质朴，值得收藏爱好者用心学习。
55、这书写的忒容易了，采访一下午就齐活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马老师算是活到一定境界了，他的
一些经历看法还是挺启发人的。
56、通顺
57、挺轻松的一本书，一个访谈录，马未都很幽默，很清高，有才的人啊，很多话说的很实在
58、马先生是个有趣的人
59、以爱好和学习的心态搞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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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先前看了马未都先生的百家讲坛，很是喜欢他的讲课风格，看了此书后，了解了更全面的马未都
，一个真实的马未都！
61、看到了在&lt;羊城晚报&gt;中报道:&quot;买股买楼不如藏木&quot;引起了我的兴趣......特别是黄花
梨,海南的黄花梨和越南的黄花梨有什么区别呢?正巧有人向我介绍红木家具,我也想弄懂红木家具的识
别和分类.偶然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马先生的节目,对他产生了浓厚地兴趣.在当当网买了三本有关收藏
的书和这一本书.读完特爽!很少人能以这种直率地性情介绍自己,从书中理解了率性的马未都,欣赏着他
的智慧和幽默,会意着妙不可传的&quot;马式&quot;语言,非常过瘾!
62、全书采用访谈体，阅读起来很轻快，马未都最大的本事就是说话，只要让他开口去说，书就成功
了一半了。显然，这不是一本回避问题的书，可能是因为个性使然、可能是因为不负文责，马先生倒
是说得痛快，他痛陈观复博物馆受到的体制障碍和歧视，说到了许多“专家”的不靠谱，嘲讽国有企
业保利不计成本回购文物的行为，甚至暗示大时代的压抑、并痛心国人对文革的反思不深刻。这本书
像一个窗，窗外边是马未都半个世纪的奋斗史、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的故事、是中国古玩收藏的
三十年风云诡谲。2013年5月读于Kindle。
63、看了马未都的书后，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是一个聪明人。
64、历史造就了马未都，在那个年代，他也算是中产阶级了，有工资，有稿费，生活无忧，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挺好。本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介绍了老马的收藏史，很吸引人，很吸引爱好收藏的人
士。感叹他生活的时代一去不返了，现在的市场充满赝品，随着科技的进步，赝品也让很多老手打眼
了，呵呵，这就是收藏~~总之，你喜欢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在你心中的分量就重，价值就大，用艺术
的眼光来看待收藏吧~~~~~
65、对于文物一直没有什么研究，看看这本书感觉还不错，有文物的知识在里面，但不是很深主要还
是人物访谈的对话，马未都很有个性的一个人，说话很幽默，很有深度和内涵的一个人不过记者的问
题有很多真是太白痴了，也不知道她想什么呢
66、马未都先生有点意思，听他说话和听相声似的，声音都和相声大师刘宝瑞差不多。感谢本书的访
谈题材，读起来更是愉快。访谈的内容也不单一，收藏文物的知识，马未都先生对收藏的个人经验见
解，以及他对事物一针见血的评论总结，读起来一气贯通，时而深思时而捧腹。推荐！
67、闲来看看马未都，觉得心境不一样了。一个人能给别人带来一些生活态度的改变，不错
68、刚到货，迫不及待看马未都的访谈，真是太幽默了，句句充满智慧，马老师是我偶像，他日有机
会去北京看看观复博物馆，如果见到马老师，我一定让他给我签名，每一件古董都透着中国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中国古人的智慧。
69、体制内的人玩不出这样，羡慕
70、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喜欢马未都。
71、一直听说马未都在民间的收藏家中很有名，但是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家底，也暂时谈不上什么爱
好，因此也没有一直下手去想购买马未都的书来看看，不过一次偶然，一个爱好跟我一样比较广泛的
朋友对马未都的书籍系列比较感兴趣，但是却对网上购书比较陌生，因此让我帮忙买一套来分享一下
，我也正好就此顺便了解了一下。想想看，一次性买马未都的那么多书籍，本意是想帮朋友买齐一
套5本的系列的，为什么呢？因为《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中马未都自己给书作序，说此套书共五册
，分为家具篇、陶瓷篇（上、下）、玉器篇和杂项篇，等书买回来，才发现现在好像只出了前面三篇
，后面的玉器篇和杂项篇都还没有出呢，朋友正好度假去了，不急着看书，我也正好等待一下，看书
能否出齐了再给朋友送去。顺便也就了解一下马未都其人吧，正好中秋国家节日三天，有点闲暇时间
，呵呵。这样一看，就通过梅辰的访问，了解到了一些收藏方面的知识。至少我知道了，马未都以前
的收藏是以瓷器起家的，后来逐渐开始收藏家具，但是中国人不把建筑看成文物，不像西方人，因此
只好收藏一些门窗一类的，后来马未都逐渐有了一些家底，才开始收藏一些其它方面的东西。再比如
说，像类似百宝嵌一类的古玩，是明朝后期才出现的，以清朝达到鼎盛；瓷器的审美程度，以宋朝最
高，但是瓷器的工艺水平却又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最高，由于清朝的这个时期相对历史时期比较近而
且当时的社会相对较为发达，因此现在的清朝瓷器较多，但是又以空白期的瓷器历史价值偏高。再比
如说，像瓷州窑、梅瓶和黄花梨的知识，虽然很简单，但是至少让你了解了一个大概，像明清时期的
家具，尤其是清康雍乾时期的家具，就以檀木最为贵重，中国的檀木又有30多种，其中5种是乔木可以
作家具，像紫檀、黄花梨、红木，都属于檀木的一种。总的说来，了解马未都，可以知道一段历史，
学习到一点知识，更可以明确自己如果想收藏瓷器，下一步应该去先看看什么书籍，比如说马未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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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就非常直白的推荐到，冯先铭等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我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下，可能是文物出
版社出版，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还有就是《中国陶瓷》（推荐的是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但是
我只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作为收藏的启蒙读物，我这里也推荐
大家阅读该书籍，确实不错。
72、这个里面段子 语言都很幽默。里面还有让我能够思考的不同想法，非常喜欢马未都！
73、马爷铁粉～
74、从这边书中可以领略到马未都先生精彩的人生和精辟的观点，很喜欢，连看了两遍！
75、很佩服马未都的博学，做人真实。
76、有趣的人永远不会对生活失去热爱，因为生活本来就美好。
77、一直喜欢马未都先生，从这本书又了解了他许多经历。
78、访谈，一般
79、老马威武
80、喜欢马未都，他写的书几乎都买了，除了关于收藏，还有很多人生的智慧和思考，很喜欢。
81、马未都说马未都这是一本好书，值得一看。优惠也较大，挺好。
82、我喜欢马未都对待人生、人世的那种态度，既超俗又不虚渺！有启发！是好书！细细品味他的话
，一个人和一个名人！真羡慕马老师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生活中，我们有几人是能够从事自己喜
欢的事业呢？先进国家的社会福利足以让你养老，而不必为生计无奈选择不喜欢的工作！希望我们也
能富足，从事并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
83、一直喜欢马未都先生，深奥的知识总是能让他用通俗的语言讲出，这本书也是如此，一问一答间
传递的是马未都先生传奇的经历，收藏的乐趣和知识~~
84、表姐夫塞给我的，虽说对收藏不感兴趣，但马未都说的话朴实风趣有哲理，不错~
85、喜欢马未都的文字，说话调侃，也佩服其的钻研和收藏！看了这书，还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马未都
！
86、三星半，全书是一个访谈记录，语言生动，非常易读。马先生牛！
87、五分是给马未都先生的，书本身最多三分。
88、跟马未都对话，闲情作品。
89、马未都是进来名声大噪的一位收藏家，在文博界的地位堪称翘楚，真正的能人，让人佩服！
90、欣赏马爷
91、几乎让我一口气看完，精明幽默的马未都，有品位有责任的马未都立马在我眼前浮现。
92、书一般。人不错
93、并不收藏，只是最初买了本《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没想到收藏文化可以被写的如此意趣盎然
，于是一本本关注着马先生新出的书，而且想到观复去看看。
94、通过阅读，了解一点马未都先生，也增长一点知识，尽管并不搞收藏。该书还是不错的。
95、与马未都的《醉文明》系列相比，这本书关注于马未都本人。从这本书中可以大致了解马未都的
经历与理念。
96、马未都说马未都他是我们的知已！
97、感觉不错，可以了解一个真实的马未都。
98、马未都太有料，书却太水啦
99、当科普书来看挺好的 买的原因是妈妈貌似跟他私交挺好~老跟我说起他
100、随便看看
101、看了这本书，原来马未都准备把众多的收藏品捐给博物馆，而不是留给儿子。真是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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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来天湿热，拿书的手也湿热，唉。但看马未都的书不累，有文化又不文化，不酸，俗又不俗，
俗得雅。昨天在“凤凰直播”上看了三个小时的何东访马未都，两个京胚子说文化，说得有文化又没
文化，天南地北，东西南北，就是北京人的侃爷在对话，好看，比看书看电视栏目都好看，不做作，
镜头有时会东移西动的，人坐得也不那么正经，衣穿得也特随意，说文化、说世俗、说人情、说历史
，时间长度没限止，就说得不结巴，想说就说了。马未都，这么个自称草根的收藏家，但他的人生阅
历让人啧舌。他出了不少书，我看过几本，都能看得下去，看了我都有收益。不过还是听他侃“文化
离我们有多远？”更来劲。这个马未都，是中国收藏第一人，他通过自己的书籍和讲座引领一场盛世
收藏热，无数收藏爱好者唯“马”首是瞻。他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古典艺术博物馆，他是知识青年
、文学青年，也是编辑、作家、编剧，更是收藏界的老大、传媒界的宠儿。收藏之王马未都作客《凤
凰非常道》，对话麻辣主持人何东，说收藏趣事，聊业内秘闻，辩舆论争议，透过历史文物，看穿世
象人心。人生不过百年，其实五十年后的人生就是半截入土的了。马未都说他的生前身后事，娓娓道
来，真切感人，比那些什么狗屁“作协”的人写的垃圾好看多了，也有文化得多了。问他为什么要弄
私人的“观复博物馆”，他回答说为的是能“炫耀”，“炫  耀”文化！比如说“桌子”，这个词怎
么来的？你天天在用在说，但不去想这个词怎么来的。古时“卓”就是高的意思。“桌”比椅高，所
以就叫“桌”，原为“卓”，后好事之人又加了两条腿，就成了“桌”。他说的事是我们生活中天天
遇到但从不去思考的事。看看马未都说文化，才知道我真的是一点没文化，文化是什么？就是浸淫在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离开生活是谈不了文化的。
2、　　刚刚看完，类似一谈话类节目，本书不间断阅读的话也就１，２小时就读完了，无论如何还
是很不错的休闲科普读物，阅读起来很轻松愉快，又能学到东西，但就是不值这个价..... 　买这书的原
因１、马未都名声在外，必有其过人之处，学习了解下２、闲书，其他书看累了休息３、纯外行附庸
风雅下，百济讲坛的东西要知道些，至少是个谈资不是４、文物投资也是投资，需要了解下５、说不
准啥时候碰到一玩古玩的主（客户）.... 　基于以上原因对应收获还是过得去的.... 　马未都是个不断学
习，勤于思考的人，对事物分析判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博学有智慧，有些清高、狂傲。可惜书
中所给出的独到见解的案例（主要看点）不够多，失色不少，并且内容不够丰满。总体说来要是按原
价购买此书肯定贵了，看看马未都自己的说法“我玩什么什么就涨，那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因为
我没钱，所以那些贵的我不买（p50）”哈哈哈，这书只能５折买！
3、偶然间在微博上看到多看图书的限免活动中的一本书，看到书名以为是马未都自己写得自己的回
忆录或者传记之类的，下载下来之后翻了一下来发现是一个记者对马先生的采访的一个集合，知道马
未都老师是很早的时候，很多人知道马未都先生是因为马先生在百家讲坛讲的系列关于收藏的东西，
我知道马未都先生是因为《编辑部的故事》和马先生跟刘震云，王朔之间的一些交集，在我的印象里
马先生一直是一个写字的文化人，直到他在百家讲坛很火的时候我还在觉得纳闷，马先生什么时候转
行的。这本书下载过来是当着消遣来看的，最近持续的高强度的在整理一些很纯粹的工具应用方面的
东西，需要一些东西来调节一下头脑，做一个转换了，在iPad上才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
我很喜欢这种写作的风格，是采访但又不是那种非常正式非常纯粹的采访，整本书的构架更像是一个
爷爷在向小孙女讲着自己经历的一些故事一样，娓娓道来，那样的自然和情切，中间偶尔还会穿插着
小记者的一些调皮的提问，读起来轻松喜人，书中马先生讲了很多自己在收藏中的故事和自己生活中
的一些琐事，诙谐幽默中又充满了哲理，是一本难得的消遣的好“闲书”。借助多看的摘录功能，选
择了书中的一些小的故事和观点做一个记录：关于择偶在问到马先生的妻子对待收藏的看法的时候，
马先生的回答是：她也不是支持我，她是不反对。不反对就行了，支持就坏了。我觉得不反对是最佳
状态，支持是一个很坏的状态。因为一支持，她就会混在里面；一混在里面，两个人在很多事儿上就
会有矛盾，比如说一件东西该买不该买？她就有判断了。她现在是没有判断力。我觉得婚姻最基本的
一条就是不能顺拐，两人是同行这婚姻一般都好不了，尤其是两个人的性格又比较接近的情况下更不
能干同行，除非两个人干同一件事但性格互补，性格上抵消很多。一定得有差异。觉得马先生一语道
破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就希望找一个和自己是一样额，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很多
人在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之后经常会吵吵闹闹，本来生活中就有很多事情需要两个人共同来商讨面对了
，如果下班回家之后在工作上两个人还来争论，那该多累啊，我以前一直想把女朋友培养到和我一样
，但是后来发现她要是真的和你一样了，那日子也就没什么意思了，反而是现在让她顺其自然，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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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感觉更加和谐。关于谋略在采访中有这样的一段对话，我感觉很有意思，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
人的那种坚守和智慧。马未都：过去在乡下看好一件东西，老头、老太太死活不卖。老人嘛大部分都
比较恋旧，他对那东西有几十年的情感在里面了，东西再破再烂他都不舍得扔，更舍不得卖了。那我
就给他的邻居留下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没有内容的，没有瓤的，只是一个空皮儿，邮票什么的我都
给他贴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老爷子眼看着不行了，等他过世了，你就把这信封扔到信筒里就行
了。”梅　辰：　人家就帮您扔？马未都：　我给钱啊。我把信封搁他那儿的时候我就先给他一百块
钱，你得先取信于他是不是？我跟他说：“你把这信好好留着，等老头一死你就把它扔到信筒里，等
我接着信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一百块钱。”我估计等我走了以后他就天天在家盼着那老头死，好再挣
一百块钱，等老头真死了，他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奔了邮局了。关于赚钱关于赚钱，关于讨价还价可能
是很多人每天都会去干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像马先生这种大智大慧的人真的不是很多，对人性的洞察
，对细节的把控有些让人发指，如果马先生转行做生意，成为一个纯粹的生意人，我想也许会成为商
界的胡雪岩。马未都 他不知道它值多少钱。我说“一百吧？”（梅：秀水砍价法：“拦腰一斩”）对
，买古玩按原则是不管货主开价多便宜你都得还价。主要是让他舒服，而不是让我舒服。梅　辰　这
话怎么说？马未都　他要二百，你立马就掏二百，他立刻就觉得开价低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他就会
找借口不卖了。梅　辰　那怎么行呢？话都说出去了。马未都　人家说“您听好喽，我刚才说的可是
二百美元⋯⋯”招儿多了，所以不管多便宜你都得还价。我的原则是让做生意的人都有钱赚，我多给
他一点钱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会给我打通一条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个原则。只
要有低处，水一定会聚集在那儿，对吧？物质永远会向最有价值的地方去流动，钱也是这样。你买古
董当个大头没有坏处的，当他再有东西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买家一定是历史上让他挣过钱的人，
说“马未都这人不错，让我挣钱了，我先给他看”。我一看，嘿！这东西我喜欢，我就买了，这样就
保持了一个通道。要是人家说“我卖谁我也不卖马未都，这主儿一分钱没让我赚过，还老让我赔钱，
回回弄我一半死，我才不给他呢”，这路不就断了嘛！我认识的古董商多了，成百上千，每回我买东
西都是这样。你得让人有钱赚，人家才能总想着你，所以我的机会最多。让人家多挣点儿钱没什么坏
处，当然不能离谱，说这东西值一千你给人家一千二，不过分；你给人家八千这不就离谱了嘛。在不
离谱的前提下你多给人一点儿没坏处，机会就全上你这儿来了，你买的是下一次的机会，你不能把自
己的路给堵死了呀，光便宜有啥用啊！再比如大米，全国哪儿最贵它就会涌向哪儿，不用你去物以知
为贵马先生一语道破了现在的各种明星各种炒作的本质，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社会是一个需要去出头
的社会，需要去展示自我，需要去秀的时代。汝窑若从科学的角度看它并没有很高的价值，尽管其数
量少、名气大，但质量却并不高。汝窑不是以稀为贵，而是以知为贵。它并不稀少，比它少的东西还
有，但并不值钱。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物以稀为贵是在过去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今天的社
会都是物以知为贵了，比如说“超女”，一夜成名后财富就接踵而来了，再好的东西不为人知也不会
值钱。简单地说世界上被公认的最美的女人如果按照客观的标准都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比如格
丽泰·嘉宝、奥黛莉·赫本、英格丽·褒曼这样的女人，好看归好看，但比她们好看的人有的是，长
得比玛丽莲·梦露好看的女人肯定有，但她没被发现那就没用！社会价值的体现绝对不是客观的标准
，有时候就是主观标准，我捧谁就是谁。现在捧红的人多了，好看吗？！关于公平这个社会本身就是
不公平的，本身就在个人社会资本上存在差距的有些时候你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你是谁，而是取决你举
着你的人是谁？也许同一个人去找工作，自己找可能找死都找不到合适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
很有名的中间人去推荐你一下，也许你就瞬间从地狱跨入了天堂，这就是信任代理产生的巨大的价值
。社会比较残酷，社会不是一个科学机器，社会学和科学之间是有差距的。社会学是聚集了所有人的
情感因素的，科学是不带有情感成分的。我们现在所谓的鉴定，不是科学要给你下一个定论，是社会
学要给你下一个定论。我们今天的鉴定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社会学而不是科学。都是凭眼睛看的那
叫啥科学呀，对吧！到了尖端的时候，越往上走，社会的其他因素就越强烈、越复杂，包括情感的表
达也已经超越了事物本身。你比如这东西我拿着出现就跟他拿着出现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同样一个
剧本攥在张艺谋手里与攥在一个县城导演手里它能一样吗？投资情况能一样吗？什么情况都不一样！
而且这剧本攥在县城导演手里它还可能就“死”了。张艺谋手里即使是个破本子都有可能卖出大价钱
！那没办法，社会就是这样。关于成长由浅做起，由艳俗做起。先买雅俗共赏的东西，然后逐渐地自
己再品味。你想写小说，你得先买几本畅销书看一看，不管它是好是坏你到底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
对吧？这段话我更愿意理解成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只能从低处开始着手
就像是说要想钓到鱼就要用鱼的思维一样，当你想要进入一个行业的时候，最起码的拥有这个行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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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要给自己一个积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提升，慢慢的去丰富。关
于审美我认为关于美有两点：一是产生美必须得有天赋，二是发现美则是通过学习。具体来说何谓产
生美？比如你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歌唱家、舞蹈家、画家、文学家，这都得有天赋，否则就不会出
现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而实际上金鱼就是一个畸形，它是一个怪胎。如果你平生没见过这样一
个东西，没有人教给你，你今天肯定觉得这东西怎么那么恶心呀！在水上漂着两只大鼓眼，身上花花
搭搭的，什么玩意儿啊，跟长着一身癞似的。它怎么能好看？！它肯定不好看，太难看了！因为你所
见到的鱼都是健康的鱼。但是人家告诉你，这叫珍珠，那叫鹤顶红、龙睛、望天，都是名贵品种如何
如何，你就觉得好看了，其实这些都是畸形，这种畸形和人类缠脚裹足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一个病态
美。当人家告诉你这东西很好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看。觉得这段文字写出了很多东西，就像是时
尚界一样，其实很多东西看起来也许并不觉得好，可是当有一个人每天反复在你耳边炒这个概念的时
候，慢慢的你就会接收这个了，也会认为这个是史上的，所以说一个牛逼的产品是在制造感觉，引领
感觉的，很多时候用户不是挖掘出来的，而是培养教育出来的。关于无形资产的价值我们真的就是不
愿意为无形的东西付钱，我们不接受这些，现在有点愿意付无形资产费用的就是律师费了，因为你不
付不行，你不交钱人家不理你！而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品经纪人是完全靠眼力生存的，因为文物的鉴定
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以目鉴为主，全世界都是用目鉴的方式，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
题，在这种前提下，无形资产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人愿意付这笔钱。我觉得购买门票是对文
化的一种尊重。我前两天去首都博物馆参观，我是绝对可以免费参观的，我带着朋友也是一样可以免
门票的，随便找个人我不就进去了吗？但我仍然是买票参观。自觉地买张票不就完了嘛。我一直不太
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我觉得在哪看都是一样，一样的人物，一样的清洁，一样的场景，花那么
多钱去电影院看，还不如在家看看买点吃的，慢慢的看，看到不爽的地方还可以快进一下，多么的自
由，但是随着最近自己在做一些事情的深入之后发现有些事情不仅仅是为了事情本身，还有很多的东
西值得去思考，比如说买书，电子版和纸质版对我而言没什么差别，但是我还是回去买纸质版，仅仅
只是为了支持一下作者，支持一下这个行业。放弃是一种智慧就说出名这事儿吧，按照出名的一般标
准我二十几岁就因写小说出名了，如果我不放弃的话，如果我愿意当官的话我可能也是总编辑了，因
为当时比我后来的人现在都是总编辑了嘛。但我放弃了。因为我想明白了：世界上的事儿不可能都让
你得了，包括收藏也是一个不停地放弃的过程。为什么我不开新的收藏领域？青铜器我不收藏，尽管
它对我有诱惑，我也不能收藏。为什么？因为我一旦开了一个新领域，我就会扑上心，如果我只买一
件是没有意义的，买一堆就很痛苦，因为东西是无限的，钱是有限的，这不是自找痛苦吗？我没法儿
跟国有企业比，花好几千万买俩兽头⋯⋯我不行啊。有些事情不是你不想做，而是你不能做，很多时
候我们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容易，但是我们做自己想做却不能做的时候却是最难的。整本书读下来非
常的顺畅，读完之后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强烈推荐之！
4、马未都说马未都看过马未都出版的所有的书，马未都是一个传奇人物，写小说，做电视，搞收藏
，上百家讲坛，做什么像什么，在中国的收藏界也是一个异数，尤其是他写的书，和写他的书都很好
看，这在收藏界还是独一份啊。
5、马未都的语言能力在书籍和电视中已经是国人尽知了，真好！某一个领域的行家，如果再能有语
言能力，即表达能力，那么对这个行业，以及语言，都是福音！这个行业于是变得精彩，而关于一个
行业的精髓的语言总是很精彩的。陈丹青、冯小刚、王刚、冯仑们的书，就妙在这里。 真是孤陋寡闻
，竟从未八卦过马先生的历史，看了本书才闹明白了： 信息渠道匮乏，人人看报纸的年代，他在
有500万发行量的只有四个版面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整版小说，据说当年的500万份报纸至少
会有5000万人传看。而信息传播渠道依然匮乏，家家看电视，并且全社会一个时期几乎只关注一部连
续剧的年代，他整了《海马歌舞厅》。 人家写字说话之余，爱古玩。强！
6、这本书个人感觉是炒剩饭。这本书上的内容马先生的书收藏上全部都有，这上面只不过是趁马先
生正红之时也来分一杯羹而已！
7、比如他对古玩收藏的看法，真与假的问题，不能贪心之类，大多在百家讲坛的相关讲座中有提及
。人生的一些经历上，好像几个访谈视频上都多少有了解到了。到是对他办观复博物馆的那些观点，
做法，没更进一步的介绍有点可惜了。
8、喜欢这老头儿，但这书给人的印象是：成功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当然，古玩行当是经验论，仪
器都靠边站。所以，专家在文物界就是真理！有些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捡漏，人人都想捡，漏哪有那
么多，不要抱着占便宜的心态。用玩家的心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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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平民式的出身，平民式的叙述。与在百家讲坛里同出一辙的沟通方式，大致描绘了平生收藏体会
。玉器、家具、瓷器、门窗，这些在观复博物馆里单列成厅的藏品，丰富又充满历史赋予的独特魅力
。能从他的话语里体会到一个收藏爱好者的迷恋和辛酸。健全的性格让他乐观博学，此人，此生本就
是最值得用感激的情怀去收藏的宝贝。
10、这是本不是自传的自传。 通过梅辰的访问，全面的解读了马未都。从马未都的发家史，那个收藏
被冷落甚至是需要躲躲藏藏的年代讲起，到今日的盛世收藏，观复博物馆的建立，以及马未都创立观
复博物馆和在博物馆经营中所经历的辛酸。 其实这不是马未都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中国众多玩家的历
史，是中国当代私人收藏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段见证。 本书适合相对马未都个人有所了解的书友，如
果您想学习收藏知识，那还是建议您购买马未都或者别的专家的专业书?吧。 我是杨无双，希望我的
评论能对您有所帮助。
11、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叙事方式。我没见过马先生，但这类访谈的书，我也编的出来了。马未都先
生是我钦佩的大家，但记者这样频繁的出书，过了
12、本来要买《马未都说收藏》，误买了这本，太垃圾，一问一答的采访体，看上去已经有一定年纪
的作者同志，居然在行文中加入一堆类QQ表情的东西，巨恶~~~

Page 21



《马未都说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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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000.com

Page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