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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香港永宝斋主人、知名古董收藏家翟健民先生，被视

为亚洲最重要的古董经纪人之一，几十年来活跃在世界各

大拍卖行和古玩市场上。特别是十多年前，他以1.15亿港元

将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双耳瓶收入囊中的“壮举”，至今

仍是圈中的一段佳话。

尽管早已是香港收藏界的明星式人物，但这些年来，翟

健民毫不松懈。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关

注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并且频繁到内地交流，与诸多内

地藏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心中，一直想为海外藏家

和内地藏家搭建一座桥梁。

健民

穿梭两地的那一抹身影
◎文／本刊记者 赵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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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香江雅集特展”引起

了人们的特别关注，300余件展品从宋元至明清应有尽

有，反映了香港收藏家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做的贡献。而

促成这次展览幕后的主要“推手”就是翟健民。

成为使者很开心

首博展览开幕当天下午5点，翟健民站在首博地下

一层的展厅中，环顾这些从香港征集来的珍宝，好像

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使命，他心中很是坦然。为了这次展

览，他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于京港两地，背后有很多不为

人知的辛苦。但能肩负一种使命，他觉得很值得、很开

心。

这次展览从筹备到开幕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去

年年中，翟健民接到有关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这个展

览的筹备工作。他觉得这个展览不同于以往的展览，其

应该体现什么、怎么体现，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组织

起来的，“毕竟这是一次代表香港藏家收藏水准的展

示。”

做一个展览，首要的是展品的甄选。“如果只是明清

瓷器，感觉会有些单一。我想呈现中国瓷器千年来的演

变，那就一定要从宋开始，所以展览体量很大，总价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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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但这绝不是在炫耀香港藏家有钱，是为了完整体

现，让观众可以成规模地鉴赏、有步骤地学习。”

除了征集藏品，资金也是摆在翟健民面前的问题。

“藏品从离开藏家手里的那一刻起就要产生费用了，在

还没找到赞助的情况下，包装、保险、运输等费用只好

先由自己来垫付。”

不过在征集展品的过程中，藏家们的友情赞助令

他印象颇深。“有些藏家拿出藏品参展的同时，也不忘

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看到

大家这样支持自己，翟健民觉得：“这是香港藏家体现

出来的一种胸怀，他们为了两地文化交流，以实际行动

在做贡献。”

其实，这近20年来翟健民一直以使者的身份穿梭于

香港和内地之间。他认为现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发展，

应该借此契机多做一些事情。不过，由于内地与香港在

文化背景、交流方式以及相关政策上的差异，在进行

一些交流活动时难免会产生沟通上、执行上的不顺利。

“每场活动开幕时，大家都是站在那个舞台上去欣赏，

而背后的辛苦只有参与者、当事人才知道。”

即便如此，翟健民也觉得自己“赚”了，尤其这次

香港回归20周年特展，“这是历史性的一次，人生有多

少20年。到香港回归30年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没有现在

的精力了。展览画册上有一篇我写的序言，永远保留在

上面，以后我的子孙都能看见。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一

种自豪。”

多让机会给年轻人

展示香港的收藏肯定不能少了天民楼的藏品，天

民楼主人葛师科先生听到办特展的消息就即刻表示

支持，并且对翟健民说：“天民楼的藏品你可以任意挑

选，但不要都是我的，要给新人多留位置。”

作为香港资深的古董经纪人，翟健民自然对香港

藏家的私藏“心中有数”。而这次展览是为了庆祝香港

回归20周年，他觉得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才能体现香港

藏家的收藏，所以在选择藏品时没有只锁定那些老藏

家，而是希望老中青都来参与。这与葛老先生的叮嘱不

由翟健民发起的香港国际古玩展今年正好度过自己的十周
岁“生日”。在香江“一年一会”，已成为众多古玩商、
藏家和爱好者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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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而合。

内地近年来涌现出很多“80后”藏家，而香港收藏

界也不乏新生代崭露头角。据翟健民介绍，在这次首博

特展的30多位参展藏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8岁，这

多少出乎人们的想像。

在翟健民看来，新生代藏家的眼界可能比他们那

一辈人更高。他说自己是“滚动型”的收藏家，就是有

些藏品是固定不卖的，但有些也会出手。然而他发现，

现在的玩古董、瓷器的年轻人呈现出“只进不出”的

收藏态度，而且收藏方向非常明确。“从这一点能看出

来，他们是真的喜欢传统文化，并且愿意继承这样一种

传统。”翟健民感慨道。

翟健民觉得年轻藏家的这种表现并不意外。“相

比较内地藏家来说，香港藏家的基础更扎实，何况这种

良好的传承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有的。”

老一辈是榜样

在香港，很多老一辈藏家就是只买不卖的。这一

点，翟健民深有体会。据他介绍，香港很多老藏家会把

收藏留给儿女，或者做成文化基金传承下去。“比如何

添、球伯这样的大藏家，到现在他们的收藏半件都没

出来过。可能他们的子孙不一定再买文物了，但也不会

轻易把家中的这些宝物拿出来。”

香港藏家不仅仅有守住祖上文物的信念，而且对

于收藏的那种执着和专注，也是值得内地藏家学习和

借鉴的。翟健民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在他涉足古玩行业

的几十年里，与很多这样的老藏家打着交道，他们对于

收藏的那份爱、那份专心，一直感动着翟健民。

“香港恒生银行原董事长的公子，每天都要来我

的永宝斋两次——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他来的目的很

明确，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新东西是他喜欢的。从周一到

周六，几十年来他从未间断。这种执着程度恐怕全球都

没几位。”

而这在香港并非个例。在香港的美心餐厅，每天中

午都能看到著名收藏家杨永德的身影。他来这里的目

的不是为了喝茶，而是在等候给他供货的人。就这样日

复一日，才积累起后来的收藏。“没想到吧，香港的不

翟健民将对收藏文化的交流普及
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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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藏家都是这样‘雷打不动’地搞收藏，很值得后辈

学习。”据翟健民介绍，不过很少有藏家愿将家中的收

藏公开展示。这一点，与内地藏家很愿意建私人博物馆

分享私藏有很大不同。

如果你去过香港的陆羽茶室，除了美食以外，一定

对那里富有文化气息的就餐环境印象深刻。茶室内桌

椅、字画、花瓶、吊扇等满是年代感的器物，好像一家

怀旧博物馆。“陆羽茶室的老板每天早上7点钟准时到

茶室喝茶，然后7点10分老张来、7点20分老李来、7点45

分老何来……这些在古董圈跑货的人会按约定的时间

拿东西来给老板看，就这样固定每天都看货，见到自己

心仪的东西就收入囊中。”翟健民觉得这种收藏情结

目前在内地还不多见，而分享这些故事，也是想让大家

认识到收藏是一种情怀。

对话翟健民

中国收藏：这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世界华人收藏家

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翟健民：这个组织成立于2011年，是个民间组织，

开始时有不到20人，从它成立到现在我一直担任秘书

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

先生是现在的荣誉会长，他也是这次“香江雅集”特展

主要的出资方。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聚集一些

重要的收藏家和企业家，在推动内地与香港文化发展

的过程中尽一份力。

这种展览对于推动两地文化交流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会一直做下去。最近内地又有地方想请我帮忙

组织展会，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实际筹备阶段。

中国收藏：由您发起的香港国际古玩展到今年也已

经10年了，这10年中您不断往返于内地和香港，您觉得在

香港回归后，两地藏家各自有哪些互相影响后的变化吗？

翟健民：香港藏家接触收藏的历史更长，表现更冷

静；而内地藏家对这些艺术品的背景了解更多，现在

能看到他们的进步。以前内地藏家非常有豪情，往往会

在博览会上一买买一堆，这种购买方式现在已经很少

见了，他们学会了精挑细选。香港收藏起步比内地早很

多年，但香港藏家总想着过去的价格，他们现在在市场

上表现得比较保守。而内地藏家买东西很少考虑其过

去的价格，更多是考虑其未来的价值。以前内地藏家买

一件东西会咨询很多人，其实那是因为他自身的知识不

够，没有信心。现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提升眼界和

收藏层次，学会思考了，信心也增加了。

中国收藏：操办了10年古玩展，您肯定也遇到了很多

困难，为什么还一直坚持打造这样一个平台？

翟健民：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我们还是站在长远的

角度考虑，毕竟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推动一个行

业的发展。尽管现在中国艺术品的价格突飞猛进，但距

离让全世界认识中国艺术品、让中国艺术品成为国际

符号还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与世界著名古董博览会相

比，我们需要学习的还很多。我梦想着将香港国际古玩

展打造成像巴黎或者马斯特里赫特博览会那样，让它

真正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博览会。

中国收藏：现在有很多内地资本介入香港收藏市场，

这对香港古玩商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翟健民：很欢迎内地资本来港，这样可以促进市场

的发展，让市场变得更有生气。如果没有近20年内地藏

家的积极参与，香港市场也不会这么热闹非凡。

作为永宝斋主人与亚洲最重要的古董经纪人之一，多年来两地奔
波是翟健民的工作常态。正因为如此，他对于两地藏家的异同也
有着独到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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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连续三年“驻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香港国际古玩展，今年的展出面积较往年扩容了一半。

穿梭在偌大展厅里，不仅有操着异国语言的人士，还不乏众多中国内地藏家身影。事实上，一边是业

内普遍认为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已进入调整期，买家出手越来越谨慎；另一边，与古玩相关的展会近

年来也层出不穷。而香港国际古玩展为什么有如此吸引力呢？一位每年都到场的陈先生认为“货好”

是根本所在。主办方重质不重量的态度，使得展会强强云集，“大家都会有各自的客户，通过展会，客

户群体交流、碰撞、置换，这种相辅相成实际上能创造更大的效应。”北京一位参展商认为。多位参

展商、收藏家还认为，香港国际古玩展尽管还是个新生力量，但名气已越来越大。“已经不输纽约、伦

敦、巴黎等海外著名古董展会了。”但在创办者翟健民看来，一切还需“更上一层楼”。“我们正考虑，

能否在现有基础之上加入一些新元素，比如欧洲家具、钟表、老首饰等。”他不希望展会太拘泥于现在

的模样。                                                                       ——2014年

链 接

它是一个“窗口”

珍品聚集、活动丰富……对于“十周岁”的香港国际古玩展来说，人气或许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0年后的今天，国际古玩展确实越来越“国际化”了，与其他知名展会相比，它又有着自己的特点，最明显

的就是以亚洲艺术尤其是中国古董艺术品作为主营。

“高古”是近年来香港古玩艺术品交易的亮点，这在本次展会现场也有着鲜明的体现。多家参展商

都带来了高古玉、高古瓷以及青铜器，关注的目光不少，甚至有掀起一场“高古热潮”的势头。据本刊记者

的现场观察，西洋古董艺术品作为去年新加入的类别，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             ——2017年

本届展会相比以往规模更加盛大，集合了超过80位亚洲古董商人参与其中，更有数位在法国

及全球极具权威的古玩商应邀参展，包括Vallois、Chadelaud、Deydier、Jacques Barrere与Perrin 

Antiquaires等。

另外，此次古玩展在质量的把关上再上台阶，所有展品事先必须通过国际知名专业人士组成的

古董鉴定评委会的严格审查。由于本届展会还是今年香港“法国五月”的联办活动，法国国立古董

商工会及巴黎古董双年展前主席戴克成参与筹备了展会。                         ——2016年

近年来，佛教艺术品市场热度不断升温，在本届国际古玩展上，佛教艺术品人气买气俱旺。为顺应藏

友需求，主办方还邀请香港翰海掌门人、著名佛教艺术品鉴赏家一西平措就佛教艺术收藏举办了讲解。

海外古玩商的积极参与使得本届古玩展更具“国际范儿”。虽然市场环境不如两三年前，但国际古

玩展仍是不少海外古董商必来的年度盛事，借此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中国古玩市场。“今年大家关注

的焦点从投资重器，转向依据个人兴趣爱好收藏一些文房小件，例如手把件、茶具和手串等。”日本东

京鉴古堂堂主藤文浩表示：“与前几年艺术品市场较为红火的时候相比，明显感觉今年来到现场的内地

藏家减少了，多以香港藏家为主。而且不论是询价还是购藏，大家都更为理性。”       ——2015年

香港国际古玩展不仅被业界公认为不容错过的年度盛会，而且还被人们视为亚洲顶级的古董艺

术品博览会。翻阅本刊近年来对香港古玩展的现场报道，能明显看出一种市场刺激下的顺时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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