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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集邮时间不
长，是从 !"#$年开始
收集旧邮票。邮票来源
大部分是朋友们的赠
予、信件上粘贴的票
花，也有偶尔在邮局看
到喜欢的邮票便买上
几张。厚厚的集邮册
里，多半是使用过的邮
票，没有一张珍品，可
是邮票后面饱含着让
我内心感动的故事。

那时爱人在黑龙
江大学读书，每周二三
封情书诉说爱恋与相

思的苦痛。每封信爱人都精心地买她
喜欢的邮票，常常是成组的邮票一张
张贴在信封上，也不管邮资已经超了
几倍。生肖、花卉、动物、人物、各种节
日纪念票等，应有尽有。每次接到信
后，我都小心翼翼地取下邮票，泡水晒
干后放在集邮册里，在空白处标注邮
票来源以及当时的感想等。没事的时
候，打开集邮册，看着五彩缤纷的邮
票，似乎就看到了爱人那灿烂的笑脸。
那组风格迥异的美国邮票，是朋

友张先生去美国进行钻机考察时，给
我买回来的。听他说，在短短的考察时
间里，根本就没有机会去邮局买邮票，
便想尽办法托一位陌生的美国朋友，
特意驱车几十公里买回了这组邮票。
朋友为人朴实厚道，本来出国考察就
没有多少美元补助，竟然给我花了不
少美元买邮票，内心感动之余，多少也
有点诚惶诚恐。现如今，他又远在委内
瑞拉担负着钻井施工任务。每当我翻
看这组邮票时，更觉得友情的珍贵。
集邮册里有 %&多枚邮票，是远赴

印度尼西亚的同学第一次倒班给我带
回来的。他的石油钻井施工现场在一
个长满橡胶林的岛上，自然条件非常
恶劣。他临时接到让他倒班回国的消
息后，竟然在凌晨开车到 '&多公里外
的城市里给我买邮票。回来后，他微笑
着向我讲述着邮票上的异国风光，从
不谈起午夜买邮票时奔波的经历。谁
都知道，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国内治
安混乱，社会状况极不稳定。此时此
刻，这位远在赤道的同学已经传来消
息，他所在的钻井队钻井非常顺利。
那些精彩的邮票，有天南海北的

朋友寄来的，也有从同事们的信件上
揭下来的，更有一枚是老科长收藏了
(& 多年后转送给我的……每当看到
这些邮票，似乎又看到了他们快乐的
笑脸，看到了我们坦诚相见、推杯换盏
的场景。集邮，对于我来说，就是收集
着人生的快乐，并让那些曾经美好的
回忆永恒地留在集邮册里，铭记在心
头。闲暇时间，轻轻地翻动着集邮册，
便会感觉到快乐荡漾在心间，渐渐远
逝的激情又飞翔起来。 刘佩学

! ! ! !“多看少买”，是业内人士对于
收藏者的建议。现在许多投资者希
望购买到能够被市场认可的艺术
品，而艺术品拍卖作伪猖獗和鉴定
严重缺失，使得各类收藏资料成为
了市场追捧的对象，这些资料本身
也可以给收藏者带来不菲的收益。

老挂历中有乾坤
提起挂历，你是否知道其中的

一些还具有鉴定的功能呢？上世纪
$&年代，上海书店曾经出版过《艺
苑真赏》系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曾经出版过《艺苑掇英》系列挂历。
像 )"$*年出版的《艺苑真赏》系列
挂历中，就有一幅《燕燕于飞图》，原
作在 %+!& 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以
"!$,-万元成交。
沪上一位收藏家在了解了我拥

有这本挂历之后，特意跑来拍照，以
备今后派用场。其实这样的挂历还

有很多，.&/&年在北京保利的拍卖
会上，海派画家谢稚柳的《青绿山水
通景八屏》成交价达到了 -'".万
元，其曾经出版在 !"$'年上海文物
商店的挂历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朵云轩、荣宝斋、天津杨柳青画社等
都出版过大量的名画挂历。同时，像
各地的文物商店、工艺品进出口公
司等，为了吸引客户也出版过一些
挂历。对于普通收藏者来说，不可能
有能力买到名画，不妨关注这些挂
历，说不定会带来不错的回报。

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申城的文庙旧书市场上，流

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摊主进了
几十本早期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
的图录，以每本 '&元的价格卖给了
书贩。结果那个书贩将这批书籍放
到了北京的拍卖会上，以近 '万元
的价格成交。一本好的拍卖图录不
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拍品，还附加
了许多重要资讯，比如款识、钤印、
题跋、说明、著录与展览等。如此详

尽的资讯，实在称得上是艺术品的
“投资指南”了。必要时还介绍一些
小故事，让你对作品的来龙去脉有
一个了解。
其实，拍卖市场上的大鳄在购

买艺术品的时候，无论是书画，还是
古玩，都需要考证有序。像 .&&"年
北京保利秋拍中，刘益谦花 !,*"亿
元买下了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
其就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卷
三《秘殿珠林续编》著录过。在 .&&"

年，刘益谦还花 $'0$万港元买下了

乾隆御制“水波云龙”宝座，打破中
国家具世界拍卖纪录，此宝座曾经
在 /"('年日本山中商会展出过，并
著录其展览目录中。

如何收集有窍门
如何选择收藏资料有不少窍

门。首先，要选择早期的书籍，最好
是在上世纪 0&年代以前的相关书
籍。时间越早，商业味道越淡，价值
越高，而书籍中所著录的古玩，其相
关参考性也就越强。其次，著录书籍
一定是要由权威专家撰写，而不能
是普及书籍。像商务印书馆曾经出
过一批普及型的古玩书籍，虽然比
较早，但是由于采用了比较通俗化
的写作手法，参考价值不大。由于古
玩著录书籍不仅可以用来阅读，更
有着保值增值的作用，在购买时应
该尽量保证是全套，而不是单本，并
且品相要好。 斐翔

! ! ! !我虽不属热衷于收藏的人士，但对有点
雅趣的小工艺品情有独钟。其中有只中西合
璧的红木果盘盒，有着悠悠的故事。(&厘米
见方的底盘内置九个彩绘的瓷盆。九个盆子
和居中的方盆寓意“九九归一”。盒盖也是红
木边框，线条简洁流畅，盒面镶装一块绘有龙
凤呈祥四周车边的玻璃。整个果盘盒集木工、
瓷器和玻璃工艺于一体，造型生动气质华贵，
是当时富贵人家摆放南北干果用的。

那还是“文革”时期，有天我逛淮海路旧
货商店，看到一位身穿旧工作服又掩饰不住
富态的中年妇女，打开包袱和估价员低声嘀
咕。估价员不屑地说：“这东西寄卖没人要，现
卖便宜得很，二三元钱。”我凑近一看，是个实
用的红木果盘盒。我按捺不住冲动脱口而出：
“-元钱卖给我。”物主出店后忧郁地告诉我：
“这是外婆传给母亲的，现无奈才出让的。”当
时 -元钱也抵我将近一个月的奖金了。
包好果盘盒拿回家。外公的胆子特别小，

藏在床底的果盘盒被他发现了。为了不让这
“四旧”的东西害人，趁我不在家把它卖了。我
得知后找到附近的旧货商店。还好是寄卖，扣
除些手续费，果盆盒总算是失而复得。我索性
将它锁进了箱子里。后来，才渐渐地解除对它
的“封锁”，逢年过节用它来招待客人。
最近我路过一家古玩店，看到类似的果

盘盒，品相一般的也要 .&&&多元。店主问我
有否此物愿意高价出售1 我不究其升值的潜
能，品赏藏品本身的文化以及历经沧桑的相
伴，足矣。 侯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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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少买选择冷门
收藏资料回报不少

! ! ! !生活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东
西太多，三十多年前一把玲珑的小
刀，让我的收藏习惯油然而生，并且
不断地追寻收藏过程之中的快乐。
“乱世藏金，盛世收藏”，随着物

质条件的不断提高，人们也在不断
追求另一种美的享受，大至字画、青
铜器、瓷器和玉器，小至名目繁多的
杂项把玩，展现了对文化的一种认
可。
收藏须量力，玩物勿丧志。三十

余年中，我只收藏长短不超过 '&毫
米的微型小刀，并且作为自己收藏
的铁律。市场中大大小小的把玩刀
何其多，工薪一族追求的是情趣，何
必大而全。这尽管有点属杂项中偏
门的爱好，却也附会了“精、奇、少、
怪”的收藏理论。
起初收藏时，纯粹是朦朦胧胧，

甚至差点闹出笑话。一次，在古玩市
场偶遇一把精致的小刀，好生喜欢。
店主说价 (元，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哪有这么便宜的价呀。后来店主看
出我对行话的生分，解释道 /元代
表 /&&元。原来如此，真有趣！
收藏不仅仅是单纯收集所爱之

物，而是要充分感受到寻觅过程中
的几多乐趣，藉此增进对文化和知
识的了解，同时，培养出一种鹰的眼
力和蜂的能耐。收藏不仅仅是收，也
要学会藏，任何东西在历史的沉淀
中，常会破损致使品相出现瑕疵。这
就要求玩物人提高动手能力，真正
达到那种修旧如旧的水准。一次在
东台路古玩市场，好不容易在许多
破旧的杂物中找到了一把旧的铜质
弹簧小刀，虽小巧好玩，但其貌不
扬，品相实在不敢恭维。感于摊主热
情，我还是把小刀买了下来，虽东西
在手，总觉不爽。后来，我动手修理，
在整个过程之中，一会儿找车工加
工零件把刀身缺陷补好，一会儿运
用化学原理调合所加工零件的新铜
色与原小刀旧铜色之间的色差。当
朋友来玩，欣赏此铜质弹簧小刀时，
我问其是否发现小刀有修理的痕
迹。朋友道“看不到有何差别”，这时
我心中好生得意。
我的把玩物虽没有大气磅礴之

势，却不失雅致有别之态，从中我更
感悟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之意，兴趣盎然2

田新华

! ! ! !集藏是我童年时代已开始的爱好，那时集
糖纸、邮票、烟壳等。

/"$/年我刚工作，外地来单位培训的一位
师弟受朋友之托，要我买些本市生产的成套火
柴。几经辗转，终于找到火柴厂的门市部。面对
这些和邮票一样美丽，题材更为丰富、价格更为
低廉的火花，我着迷了！

上世纪 $&年代中期，我曾花近一个月的工
资购进一枚 3-*猴票，遭到父亲的严厉责备。不
久，集藏火花开始“发烧”，此时父亲已离世，我
“不计后果”又来了回“大手笔”，以几分钱或几
毛钱的单价购进一批上世纪 (&—-&年代的卷
标和“文革”花。时至今日，这批火花的回报率竟
高于这枚“猴”票数倍，这是始料未及的。
我并没有夸大火花的投资价值而贬低邮票的

意思。设想花同样的代价，当时买进的是价格更高
些、年代更远些、在国内存量更少些的清末民初日
本在华销售的“客花”，那就非这般情景了。
火花投资，同其他收藏品投资一样，除了眼

力、机遇外，应有平常心，少一点功利性。而“眼
力”或多或少要付出学费的。大多藏家当初集
“花”并没有投资的理念，到现在，那些早期火花增
值岂止百倍千倍。真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啊！

不经意间，与火花已有近 (&年的“感情”，
难以割舍。火花收藏的益智、怡情、增值、交友等
功能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凸现。对我来说，火花
还圆了我的写作梦，有 '&&余篇收藏文章见诸
报刊，出版了 '部火花专著。这些稿费也是火花
为我带来的财富，属于意外的惊喜。也许这也是
我心神系之、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吧。 郭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