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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家 /家庭周刊

王 新 宇 ，38
岁，酷爱古籍善本
与碑帖拓本，是文
庙旧书市场最早
的网络达人，也被
誉为国内墓志拓
片收藏最全的爱
好者。虽然收藏比
较冷门，并不会带
来高额回报，但热
情始终不减。他十
多年来坚持“以藏
养藏”，创立小店
“履薄斋”，立志填
补墓志拓片研究
的空白。

淘宝少年爱去文庙
初中毕业后，!"岁的王新宇顶替父亲参加工作，进入上海鼓

风机厂。
早早离开校园，却在厂区与古书结缘。“有一次单位图书馆处

理一批旧书，我正好看到，花一毛钱淘了一本上世纪 #$年代出版
的南宋诗话集。”时隔 %!年，他仍记得书名：《诗人玉屑》。
王新宇说，自己从小酷爱历史和文学，相关科目考试总是名列

前茅。再次翻开旧书，又重拾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同事建议，既然
有此爱好，不妨去文庙看看。
到了文庙旧书市场，他好像老鼠掉进米缸，流连忘返。第一次

去，就花大价钱买了一套民国线装书《封神演义》。“一套 &'元，当
时每月工资才 ($$多元。”

那两三年，他几乎每周都去文庙，最喜欢绣像小说，但受财力
所限，只买了几套收藏。

网上结识全国同好
)**&年，)*岁的王新宇因服兵役暂别文庙，&年后复员回沪，

立刻重投“老朋友”的怀抱。此时，正值互联网刚刚在国内兴起，头
脑活络的王新宇成为朋友圈里最早的网虫。

在人头攒动的文庙旧书市场，年长者居多，懂得网络营销的，
寥寥无几。年轻，是最大优势。他先是在文庙摆地摊，叫卖家中旧
书，再转购自己钟爱的古籍善本。随后，他把生意搬到了网上，成为
旧书摊首位网络达人，将文庙货源借助网络推广到全国，既缓解了
拮据的经济状况，又结识了全国多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十年前，受一位吉林碑帖爱好者的指引，他从古籍进入碑帖世

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如今，他一共收藏了 '+$多本绣像小说和
($$$多张墓志拓片。

墓志拓片全部非卖
将碑碣石刻上的文字传拓到纸上，或装裱成轴，或装订成册，

统称“碑帖”，融合书法、诗词等古典文化，已有千百年历史，广受文
人墨客的青睐，与书画、瓷器和玉石相比，目前属于冷门收藏门类。
“碑帖颜色单一，只有黑和白，不像其他收藏那么五彩缤纷，再加

上岁月的斑驳锈蚀，有些字迹已模糊。”王新宇说，令他深深着迷的，
却正是那些饱经沧桑的墨色、纸质、书法神韵，甚至点点石斑……
各类碑帖中，他偏爱墓志拓片。建国以后发掘的、散落在民间

的，收集了 ($$$多张，全国无人能出其右。“涵盖了唐朝所有年号，
都是非卖品，出价再高我也不卖。打算过几年出一本书，国内这方
面研究还是空白。”王新宇介绍，拓片本身包括很多书法家的真迹，
可供临摹；而细读墓志铭的内容，还有助于考证历史、还原真相。

“以藏养藏”如履薄冰
%年前，王新宇从鼓风机厂辞职，全身心投入古籍和碑帖收藏

事业。集中财力选择佳品的同时，将其他藏品推向市场，“以藏养
藏”。

今年 ,$月，做了十多年网络生意的王新宇，在聚奇古玩城租
下一间店铺，有了实体店。在背后默默支持多年的妻子，总算可以
喘一口气。“以前家里很乱，善本和碑帖都堆满了，她总也收拾不
完。”
店名“履薄斋”，取“如履薄冰”之意。“希望时刻提醒自己，做这

一行必须小心谨慎，讲究诚信，否则牌子很容易会被砸掉。”
对大多数人而言，碑帖真伪难辨。“翻刻作假，仿冒前朝，自明

清时就有。”王新宇分析，目的有两种：一为临摹，让碑帖广为流传；
二为忽悠，欺人敛财。“这个圈子小，全国收藏爱好者不足万人，更
要求我慎之又慎，否则忽悠一次，就会少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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