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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以一身醒目张扬的行头

亮相拍场：时髦华丽的西服套装，

搭配惹眼的礼帽，通常还戴着一副

太阳镜；沿着拍场中央的通道从容

走向第一排座位，任何拍卖官都不

会在他摘下礼帽稳稳坐定前开始

拍卖……

传奇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张宗

宪先生今年 95 岁。而他所珍藏的

一件珍罕明宣德青花夔龙纹罐，

将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举行的

“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拍卖

中隆重亮相。拍卖所得收益将拨

捐即将成立的张宗宪中国艺术基

金会，以推动中国艺术教育事业

及发展。

此罐 1988 年在伦敦拍卖，由

张宗宪以 3 万英镑拍得，此后一

直保留至今。而张宗宪的拍场生

涯始于 1960 年代末，自他在伦敦

参加了人生中第一场拍卖后，便

势如破竹、从未停歇。1990 年代，

他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首场拍卖

中频频举牌；而 2019 年夏天更从

佳士得巴黎买下一件清乾隆白玉

带皮云蝠纹大吉葫芦盖瓶。对他

而言，新冠病毒疫情绝不会终止

他前往各地参加拍卖的脚步，而

只是标志着一个短暂的停歇。

“退休不在我的计划内。”迄

今已在艺术收藏界辛勤耕耘 70

载有余的张宗宪先生明确表示，

自己永远不会停止收藏艺术，而

要工作到最后一天。

闯荡香港

张宗宪于 1920 年代在上海出

生长大，少年时期曾经一手开办

并经营自家百货公司，直到 1948

年离开上海来到香港。

张宗宪祖籍苏州，其祖父张

揖如为江南竹刻名家。父亲张仲

英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气的古董

商，在外滩开设“聚珍斋”，专门经

营古玩。张氏兄妹自幼受家庭熏

陶，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刻骨铭

心。1948 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只

身一人到香港谋生。

与他最为亲近的大姐送他启

程，没想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

张宗宪离开上海没几年，大姐便

因病离世，他如今谈起此事亦不

免感伤落泪。

初来乍到香港，张宗宪随身

只带了一个箱子，口袋里只有 24

美元，亦无文凭，他起初一天只吃

一两顿饭，租不起房子就捡来旧

报纸垫在身下过夜。

“我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也

没有钱，不懂粤语也不会英文。”

他回忆道。但张宗宪有的是乐观

自信，家中也为他事业的起步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父亲

张仲英向儿子发送源源不断的货

物，在摩罗街的小店面中售卖。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

我的导师。”张宗宪如是说，“我从

小就在文物古董堆里面长大……

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尤其是我

离开上海后书信来往中得到了很

多知识，靠这样子自学。”张仲英

给儿子发送的货物中总会附上清

单，写明每件货品的来路背景和

建议售价。

经过一番勤奋努力和打拼，

1951 年，张宗宪开设了“永元行”

古董店，生意越做越红火，以后

又陆续开了几家首饰店和古董

店，但是首饰店遭偷窃抢劫，损

失高达 6000 万港币，因此而放

弃。

1968 年，他首次参加伦敦拍

卖会，是当时第一个出现在国际

拍卖会上的中国人。此后，他又

走南闯北，海内外哪里有大型文

物艺术品拍卖，哪里就有他的身

影。

然而世事总有遗憾。张宗宪离

开上海后再未有机会与父亲见面，

张仲英于 1960 年代辞世，父子二

人这辈子也只通过一次电话。若是

张父生前能够见到儿子如此辉煌

好学之心

在摩罗街开设店铺站稳脚

跟后不久，张宗宪就成了香港

和台湾间的重要商人。随着他

的财富逐渐累积，对瓷器的爱

好也不断增加，他开始搜集自

己的珍藏———当中又以瓷器为

主。

当时是收藏中国工艺品的

绝佳时机。这里的“绝佳”其实

就意味着价格廉宜。他于 2003

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

提到：“一件大型唐代雕像现在

值数千美元，但 1950 年代时只

卖 20 美元左右。”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

董市场由英美藏家主导，而张

宗宪同赵从衍、胡惠春、罗桂祥

及仇焱之等同侪一起，合力推

动香港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

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

二十世纪中期起，香港的商

业、金融和制造业开始蓬勃发

展，财富如潮水般涌入这座国

际都市。1950 年代时，用张宗宪

自己的话说，他“夜夜笙歌，晚

晚香槟”。到了 1960 年代，他同

时开了五家古董店，俨然成为

中国艺术及古董界一颗冉冉升

起的新星。

张宗宪自述自己成功的秘

诀是一颗“好学之心”。无论是

读书、与其他专家探讨，还是周

游世界参加拍卖或去博物馆欣

赏珍品，他从未停止充实自我

的脚步。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

既见证了他对中国艺术品的一

生热忱，也反映出其内心深处

的刻苦工作理念。

香港做生意的传统方式一

直是艺术商和藏家之间的私

人交易。而张宗宪帮助催生了

全新的买卖市场：他为国际大

型拍卖行在香港顺利起步发

挥了重要作用。佳士得于 1986

年 1 月在香港举办首次拍卖，

为中国艺术市场提供了发展

和成熟的崭新平台，也为亚洲

区内中国艺术收藏奠定了全

新方向。

由 1986 年至今，35 载似弹

指一挥间。张宗宪曾委托佳士

得拍卖过不少瓷器和画作珍

藏———张宗宪晚年亦开始将收

藏重点转向书画，专攻张大千、

徐悲鸿及齐白石等现代艺术大

师作品。

1980 年代末，张宗宪认为瓷

器收藏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开

始进入当时并不为人看好的中

国近现代书画收藏领域。

一开始由于经验不足，他也

买过赝品，付了一些学费。但他

没有气馁，虚心好学，不耻下

问，短短两三年间，硬是成为一

个字画鉴定的行家。1990 年代，

在书画市场上创出佳绩的作

品，几乎都是张宗宪买走的。

如 1992 年在香港苏富比拍

卖会上，张大千的《灵岩山色

图》笔墨酣畅，为大千晚年力

作，结果被他顶至 429 万港元，

创下当时中国近现代字画的市

场最高价；

另一件陈逸飞的油画《浔阳

遗韵》，张宗宪以 137.5 万港元

竞得；1993 年上海朵云轩首届

中国书画拍卖会上，他共买下

价值 200 多万元的拍卖品，约占

全部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成为

头号买家，其中丰子恺的《一轮

红日东方涌》，被他以 11.5 万元

拍得，创下当时丰子恺作品的

最高价。

1993 年 6 月，佳士得伦敦

总部于国王街艺廊内举办为期

两周的展览“云海阁重要中国

陶瓷：张宗宪珍藏展”，将张宗

宪的瓷器珍藏推向国际藏家。

1997 年赴日一场拍卖会

上，仅名片大小的齐白石《蝇》，

张宗宪力挫群雄，在 18 万元价

位上锁定，加上佣金，合计 19.8

万元。

如今，这些曾被张宗宪以大

手笔买入的作品，早已飚升至

天价。

佳士得香港分别于 1999

年、2000 年及 2006 年举办三场

张氏陶瓷珍藏拍卖。这些拍卖

同样亦写下数项世界拍卖纪

录：一件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

林春燕图碗在 2006 年拍卖中以

以超过 1.5 亿港元高价成交，刷

新清代陶瓷拍卖纪录。

张宗宪多年来也在佳士得

拍卖中购藏过无数珍品，那么，

当中哪件尤其令他津津乐道？

“最开心的是‘老虎’，因为

我见过很多，但像这种东西我

没见过。”这一老虎指的便是

御制掐丝珐琅饕餮纹贯耳大

壶，深得张宗宪伉俪喜爱。大

壶表面凸饰饕餮纹，但张宗宪

认为它和老虎亦有几分相似

之处。

今时今日，许多藏家都不会

亲自前来拍卖现场，而是透过

电话或网上平台参与竞投。“但

那不是我的风格。”张宗宪笑

道 ，“ 我 是 张 宗 宪 ，Number

one！”他十分享受每次竞投成功

后走出拍场时获得的全场热烈

掌声。

张宗宪说，到了现在，他拍

卖前夕仍然会常常兴奋得睡不

着觉。

回馈祖国

对于收藏行业人士来说，英

文名“罗伯特·张”的张宗宪是

教父一般的存在。

自入行以来，数十载风云变

幻，跑赢所有同行，甚至换句话

说，张宗宪在拍卖史上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例子，他凭一己之

力，利用拍卖这种公开交易形

式，影响了整个市场的走向。在

全球拍卖市场上呼风唤雨这么

多年，很多年都没有出现第二

个。一直到今天，中国嘉德、北

京翰海、北京荣宝、上海朵云轩

等国内多家著名拍卖行仍为他

保留拍卖的“1号牌”。

怎么收藏？张宗宪最常说的

一句话是“看得懂、买得到、捂

得住、卖得掉”。看似简单朴素，

却是他七十多年收藏生涯的经

验之谈。

和张宗宪刚刚开始收藏的

日子相比，艺术收藏圈子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低

价接连收入名家巨作的时代已

经结束。他对新入行藏家的诫

语是“耐心”，不要这么着急；要

多问问、多听听、多讲讲、多学

学；有钱买也要等真正的好货

出现在市场上才出手。

任何来到香港张宅拜访的

客人都会把这里比作宫殿一

般———屋中各处都摆满了各式

各样的珍宝，令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张宗宪在苏州的大宅

甚至有一个雅致精美的园林，

里面摆放了镀有金银的太湖

石。

张宗宪一直倡导分享和回

馈的理念。“我不喜欢忘本的

人。”他曾于 2006 年说道，“有钱

了也不能忘记没钱的日子。”近

年来，他亦向苏州博物馆捐赠

不少藏品。

未来张宗宪计划将自己的

部分收藏一分为三，捐赠给三

个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城市：

上海；他父母祖籍所在地苏州；

以及他事业发源并腾飞的地

方———香港。

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其他愿

望亟待完成。新冠疫情一旦平

息，人们可以再次出行，他就打

算前往中国西北部的敦煌，看

一看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以及

敦煌博物馆的珍藏精品。

“我这辈子到现在什么都见

过了。”张宗宪说，“但直到最后

一天到来前，我还是要工作，要

收藏。”

（《华人周刊》《香港人物志》）

的收藏生涯，会作何感想？

“他应该会很吃惊。他没想

到我将来会接班做这个生意，

更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能够跑遍

全世界，买全世界最好的、最贵

的东西。”

摄于香港石板街货舱， 年

掐丝珐琅饕餮纹贯耳大壶

张宗宪珍藏珍罕明宣德青花夔龙纹罐

□曾志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