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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

内容概要

书中回忆了改革开放后，从八十年代初期北京自发形成的古玩市场的发展、演变过程及作者的古玩情
缘；再现了中共创始人之一张申府给周恩来的亲笔信，国民党将领亲历西安事变的回忆及抗战日记，
张学良亲信朱光沐与朱五的情书；展示了八国联军侵华烧杀抢掠及圆明园被毁前后的历史照片。很多
资料鲜为人知。
本书用散文笔法记叙了作者的收藏经历，在平淡委婉的故事叙述中，让读者体味收藏的文化底蕴与历
史人生的沧桑，读来轻松有趣。

Page 2



《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

作者简介

王金昌，河北成安人。近年在《十月》等刊物发表散文、中短篇小说多篇。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
等转载，有的拍成影视作品。出版有《红色典藏》等著作。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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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潘家园入门　刺激与启发　我的启蒙老师　从马路市场到潘家园　初涉古玩　巧遇陶瓷鉴赏
专家冯先铭　青花瓷与清代督陶官唐英　茅台镇与杏花村　流往海外的宫廷铜版画《中国皇帝出行图
》　逛地摊逛出的尴尬第二章　潘家园淘史　现代史拾遗小记　百年旧照包含的民族屈辱　张申府致
周恩来的一封信　文人政治家瞿秋白——宋希濂回忆瞿秋白被捕及就义经过　朱光沐与朱五的情书　
民国人物陈修夫自传　张丰胄忆西安事变及其抗战日记　沦陷时期的北平风俗画——董毅及其北平日
记　“一二九”运动的活跃分子魏东明　毛岸英给向三立同志的一封信　山西万泉县干部给毛泽东的
一封信　一张办好公共食堂的布告　吴印咸的“文革”遭遇　一份反“封、资、修”文件第三章　潘
家园结缘　古玩市场结缘分　钟爱青花瓷的老牛　宋元瓷掌眼大师老王　收藏古董木雕的小杜　“破
烂王”王富　周树吾与我的红色文物收藏　重游北京后海古玩市场后记

Page 4



《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潘家园入门刺激与启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喜欢上了古玩。那时，我在香港工作，深受香港
古玩拍卖市场的影响，也试着在市场上买些瓷器、字画，但心中没底。一次，在油麻地跳蚤市场，一
位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所谓香港人，专买欧洲制造的旧机器零件，如齿轮、轴承什么的。他看到我是
内地来的，手里拿着一个青花盘，就用挑衅的语气说：“你们内地‘表叔’，来这儿尽捡些内地的碗
碟破烂，我们香港人，是捡人家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他的这番话，对我自尊心刺激很大。我当场
反驳说：“先生，你捡的才是外国的垃圾，而我这是国宝！你知道‘中国’的英文怎么说吗？”他说
：“你怎么开口中国，闭口中国的，这里还不是解放区的天。”我看话不投机，就走开了。在香港时
，我经常光顾鉴真邮品拍卖公司。有一次，老板拿出一枚贴有民国帆船邮票，盖有“洪宪元年”邮戳
的袁世凯“洪宪”年实寄封，该封是从新疆伊犁寄往北京的，非常珍贵。这枚邮票当月的拍卖目录标
底价五万港元。这数字比我两年的工资还多。老板说，这枚实寄封是他在国内花五元人民币买到的。
中国旮旮旯旯到处都藏有宝贝，只要你懂，你有眼力，你有这个文物收藏意识，你用心去找。这位老
板的话给我很大启发，大大激发了我收藏的欲望。我心想，自己居住在北京，搞收藏也实在是天时、
地利、人和。我的启蒙老师一个想进入古玩收藏的人，有了收藏的欲望还不够，还得懂得鉴别。首要
是能辨别真伪。为了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我到处寻找有关鉴定方面的书籍。当时，这方面的书籍很
少。一次，我在香港湾仔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本《古玩指南》，就马上买了下来。这本书是著名文物鉴
赏家赵汝珍所著，民国三十一年出版。赵氏在自序中开篇名日：今日之中国，无一不遭外人之蔑视，
其唯一之例外，即中国开化最早，历史悠久，历代所遗留之文物精美奇妙，光怪陆离，非任何外国所
能企及，世人对之无不崇拜。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尚夸耀于世，尚能为世人所称道者，唯此而已。读着
作者自序，我十分激动和感慨，简直像他乡遇故知。这本书坚定了我进行收藏的决心。《古玩指南》
目录里有字画、瓷器、铜器、古书、碑帖、古代砖瓦等共三十章。我就按顺序，先读字画部分，再读
瓷器部分，尤其对瓷器部分读得特别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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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藏者的最大欣慰，是对历史的补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涉足收藏，北京后海古玩地摊、潘家
园文物市场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到周末都要到那里去转一转。起初我对陶瓷、字画比较感兴趣，
但随着人生阅历和生活体验的增加以及收藏目的的逐渐明确，我开始对现代历史人物的遗物和历史文
献以及民间文化感兴趣了，因为它信息量更大，对研究历史更直接而且更准确。凡是我认为有文化品
位的、有益于研究历史的材料，只要过我眼目，便疏而不漏地收藏起来。渐渐地我收藏的历史文化资
料越来越多了起来，终于有一天我感到有必要加以整理和结集。这就是本书问世的缘由。我名之为“
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潘家园者，实乃文物市场之谓也！并非仅限于在潘家困收藏的东西，其他地
方收藏的东西同样在其中矣。在写法上，原本想采取对收藏品进行研究和品鉴的论说方式来表述，但
是那样会由于自己知识的局限而偏颇甚至误解，把许多有意思的素材弄得枯燥无趣，使读者望之却步
。故思之再三，还是采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一种原生态的东西不加粉饰地呈现给读者，以便于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使读者轻松地去阅读、去欣赏，通过对收藏品的欣赏来了解历史，在历史的感慨中
领会人类的奋斗精神和人类的文明。在本书的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胡靖和杨晓
芳两位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从选题的策划到全书的结构篇章，从内容的修葺到照片和插图的编排，
再到文字的修改和校对、无不浸润着他们辛勤的汗水，还有出版社的孟昭宇社长和曹宏举副总编，对
本书的筛选、修改和完善亦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没有他们的厚爱和劳作，本书的内容可能还会堆在
被人忽视的角落里。在此，我只有深深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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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潘家园翻出的历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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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自己理解失误，我本想该书是描写一些从潘家园翻出超值旧物的过程，充满喜悦与机缘。可我
看了几段，发现本书是从淘到的旧物中解读补充还原一些历史，这可不是我兴趣所在！略有失望。书
名是贴切的，怪我未做深入了解。
2、好玩 好看 好收藏 好历史 好书 我很喜欢
3、作者自己的淘宝经历和感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吧
4、好评....................
5、文物不会说话，但却承载了真的历史，史书是人写的，不免有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
6、书的内容不错，感觉很真实，就是有点薄。
7、简单的淘书逛地摊可以挖掘出尘封已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就在不经意间收获
8、增长历史知识和乐趣的好书
9、比较喜欢看收藏故事
10、淘旧书人的佳天下，神往已久。
11、了解潘家园的历史，不错的书
12、物美价廉，非常喜欢，满意。
13、2008年出的书应该再便宜些.
14、中间的水
15、中间革命内容略过
16、其实鄙人对文物收藏没有什么了解和兴趣，倒是对各种有文献价值的文字资料更倾心。而这本书
也恰恰写了不少文物以外的东西，特别是各种看似平常纸张下所透出来的历史气息。另外，看到有多
少重要的资料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流失于垃圾回收站中，一方面对那些又被人发现而重现光芒的资料感
到欣慰，另一方面想到更不知还有多少被付之一炬的“垃圾”而感到悲凉。
17、写得真实，是作者自己的真实感受。
18、不错，所有搞收藏的人都值得尊重，收藏是对我们灿烂文化的贡献！
19、讲收藏的故事，学收藏知识
20、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书籍，只是因为老公爷爷的日记在里面被提到，才买来收藏的
21、无感人之处，字比较小，图片黑白。装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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