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著于传承 以历史和艺术之名B
铜器之美美在哪？为何值得他用半生的心

血和财力去收藏？

在周国好看来,一是历史之美。“青铜器是会说

话的历史文物，虽静默无声，可每一件青铜器物上

都传达着历史信息，展示着古老的民族文化。”

另一种则是艺术之美。周国好回忆起18岁

时的情景，自己正是被青铜器的艺术之美一击而

中，他形容那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充满力量的

美”，与西方建筑的写实美不同，中国青铜器的美

是抽象写意的。器物上的锈色、几何、花纹无不

呈现着东方文化的神秘、斑斓。

谈及藏品的归宿，周国好说，希望能在不久

的将来在永康建立一个民间青铜器收藏博物馆，

免费供收藏爱好者参观。他环顾着屋内的青铜

器藏品，不无惋惜地感叹道，“永康是五金之乡，

但五金工艺方面的收藏是欠缺的。我们现在有

收藏各类现代化工业产品的展示馆，也应该有展

示传统五金技艺的博物馆。不然长此以往，永康

人对五金文化的了解就淡化了，五金文化就会失

去根基。”

中国古代青铜器在历经了千年以后的今天，

它的艺术感染力依然令现代人震撼，而这种不朽

的艺术生命力正是艺术品的价值所在。正所谓

“精而藏之，藏而学之，学而通之”，在这 30 年的

光阴里，周国好收藏的并不仅仅是青铜器，其间

雕刻的还有时光、历史，更多的是文化。周国好

说，收藏这件事要随缘，不贪、不嗔、不痴，最重要

的目的在于历史文化的传承。

结缘于铜钱 18岁踏上收藏之路AA
周国好和铜器结缘要从小小的铜钱说起。

1987 年，周国好还是个高一的学生。一次

偶然的机会，朋友胡昆让其帮忙找几枚钱币，没

想到就是这么一次帮忙，让两个青年成为了一

辈子的青铜器爱好者。如今胡昆已是永康市美

术家协会的主席。

每一枚铜钱上的字体竟都如此不同，让 18

岁的周国好不由得着了迷。他逢人便问家里是

不是还留有铜钱，然后就拿着一把剪刀把同学

家蚊帐钩的铜钱一个个剪了下来。渐渐地，身

边人都已经被他“搜刮殆尽”，于是他把目光投

向了芝英废旧金属市场。

那时正是永康五金产业狂飙突进的大发展

时代，各地的金属被源源不断地运过来，里面就

有很多古钱币。周国好每逢周末便去“淘宝”，

那时候，父母每周只给他 1.5 元钱的伙食费，他

统统都拿去淘购铜钱。长年累月下来，不少精

品都被周国好收入囊中，到高三那年，他已收藏

了将近3000个样式各异的铜币。

2000 年，30 岁的周国好开始把收藏铜币的

视野投向了国际。他曾远赴英国、日本、新加

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寻找“稀世珍宝”。2001

年，他花1万元买下了1个铜钱。

2003 年，他看中了嘉德拍卖杂志封面上的

展示品，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当时，钱币已经被

加拿大的一个藏家买走，他悉心研究，投其所

好，最终用那位加拿大藏家喜欢的一枚钱币外

加巨额现金交换而得。如今同年代的这款钱币

全世界仅剩余3枚，另两枚分别收藏在上海博物

馆和新加坡陈光扬博物馆。

再到后来，周国好的收藏有了一点类似于

回收祖宗遗产的味道，他花费百万巨资从日本

买回了清宣统年间的进呈样钱。

青铜器有着不菲的价值,坚持收藏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30年收藏，资金从哪里来? 周国

好表示，收藏是第二慈善，其实许多收藏家都过

着“一贫如洗”的生活，而他也不例外。在别人看

来，他似乎有点儿疯狂，一见到好藏品就难以抑

制，常常倾囊而出，几乎将办厂经营所得全部投

入。为此，周国好甚至自嘲“玩物丧志”，荒废了

主业，而他的副业却“茁壮成长”。周国好师承国

内范铸青铜理论奠基人董亚魏先生学习范铸青

铜，如今，他是中国青铜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青铜

文化研究协会理事、浙江省收藏协会会员。

□见习记者 马忆玲

痴迷古老铜器半生仍少年

一只手研墨写字，一只手收藏铜器，这已然是 49 岁的企业
主周国好的日常生活。从及冠之年时不经意间爱上铜器那浑厚
凝重的内蕴之美，至今已然 30 余年，而他对待青铜器的心性一
如少年。周国好说，收藏青铜器好比品苦茶，需要时间来渐入佳
境，长久相伴方可品出“美”来。这种美感是精神上的按摩，是历
史赠予的回声，青铜器跨越时空，令人迸发思古幽情，这恰恰是
趣味所在。

“Q&AQ&A
《永康一周》&周国好

Q: 青铜器藏家群体在收藏界是人数较多的一群

吗？大致可分为哪几类？

A: 到目前为止，收藏青铜器的藏家规模依旧不算

大，和字画收藏相比，可以说是很小众。另外，现在收藏

体系越发细化了。比如说，有人专收铜镜，有人专收各种

器形，有人喜欢按题材收藏。像鼎、彝、尊等这类大型青

铜器，品级较高的藏品存世量不多，而且价格昂贵。小器

型就普遍多了，可以说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市场。一是

因为存世量大，更容易买到真器；二是价格上更容易上

手。如果喜欢青铜器，可以在自己资金实力的最大范围

内，寻找品相完好，具备独特性、稀缺性的藏品。

Q: 市场仿造成风，坊间认为青铜器收藏一直被看做

是高门槛、水很深的收藏门类，你怎么看待？

A: 青铜器除了少量在拍卖现场成交，大量中低档青

铜器都是私下交易。由于市场没有细分，文物出处不明，

也就助长了仿造之风，出现了市场上假货比真品多的现

象。青铜器收藏的门槛指的是一定的鉴赏水平，坊间青

铜器真真假假全凭自身眼力，唯有多看书、多练手，绝无

速成之法。

Q: 目前，青铜器的市场流通情况如何？

A：由于国家对青铜器有严格的管控，青铜器在短时

间内不可能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近年来，我们中国的拍

卖市场正在渐渐告别青铜器中低档器型唱主角的局面，这

是因为大量海外回流的高端器型开始抢占市场。精品资

源的稀少和买方市场的扩大，预示着青铜器藏品必然会迎

来一波上涨行情。可即便如此，青铜器的行情还远没有打

开，目前仍处于存世量大而成交少的低估值状态，其原因

主要在于国内对于上古文物禁止拍卖的规定。

周国好收藏的部分铜器周国好收藏的部分铜器

周国好在香港瀚海拍周国好在香港瀚海拍

卖会观察卖会观察西周青铜尊西周青铜尊

周国好与马未都

在香港合影留念

周国好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周国好在维多利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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