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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收藏故事

傅伯星是全国知名的连环画家，几十年间，创作
了约60册连环画。在他的自述材料中，认为“关门之
作”是出版于1991年、编入《唐宋传奇精选》的《张遵
言》与《城东老父传》。

2016 年下半年，由于笔者的一次拜访，牵出了
一个有趣故事，最终傅老重新认定：自己的“关门之
作”是创作于1992年的《尚方宝剑》。更让广大连友
兴奋的是，2017年9月，《尚方宝剑》由黑龙江美术出
版社正式出版了。

那次拜访傅老后，笔者发了个朋友圈，有一位
连友看到后，就发来私信：几张傅老创作的《尚方
宝剑》底稿。连友问东西对不对。笔者仔细看了这
些作品，觉得构图老到精妙、线条流畅端丽，确是
大手笔所为。最后一张图的左上角，还有这样一行
小字：伯星1992年9月30日就此告别连环画坛，涉
足已40年矣。

底稿是真是假？笔者毫无把握，因为傅老自己的
介绍，都将《张遵言》与《城东老父传》这两个短篇当
作是“关门之作”。现在又冒出个1992年的作品，岂
不可疑？

好在傅老很时尚，会用微信，笔者将连友的几张
底稿发给他后，傅老马上回复：是我的作品！至于在
什么情况下创作这本连环画的，一时间却想不起来
了。他还提出请求，希望那位收藏了《尚方宝剑》底稿
的连友，能够将底稿扫描后，送他一份，以便争取能
够正式出版。为表诚意，傅老还答应送给连友一幅自
己的工笔画。

在笔者的居中协调下，连友得到了傅老赠送的
墨宝，傅老得到了《尚方宝剑》底稿高清扫描件。在几
位老友的提示下，傅老也忆起了往事。原来，这本连
环画是应一位编辑之约而画的，画好之后，却因当时
连环画市场已不太景气，出版社最终决定放弃出版。
许多年之后，谁也说不清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
本底稿遂流入了收藏市场。

傅老在朋友圈发了喜得《尚方宝剑》扫描件的消
息后，著名的连环画收藏家黄昆伦先生十分感兴趣，
决定资助出版。由于这本作品的文字脚本不见了，黄
先生还在连藏界悬赏，征集脚本作者。最终，科班出
身的80后作者晏思鉴成功入选，创作出质量上佳的
脚本。

《尚方宝剑》正式出版之时，傅老在后记《“关门
之作”重生记》中，兴味盎然地将以上故事原原本本
记叙了下来。那份失而复得的喜悦溢于言表，令人深
深地感动。 煮石人

傅伯星的“关门之作”

说起自己收藏的钱币，黄大宝
就有聊不完的话题，随便拿出一件
都能讲出一大串背后的故事。在他
的桌案上摆放着一枚吊着绳坠的

“咸丰通宝”，形体较往常所见的方
孔钱更大也更厚，一位泉友将其置
于掌中摩挲把玩，爱不释手。“这是
一枚‘清咸丰重宝当五十’，相当于
以前的五十块钱。”黄大宝说，当五
十及以下计值称为“咸丰重宝”，高
于当五十计值称为“咸丰元宝”，以
区别于小平钱“咸丰通宝”。

所以，我们所见的这枚“咸丰重
宝”要比同版流通的钱币稍大些、厚重

些。这枚“重宝”为宝昌局造，选用铜材
优良，整体呈黄铜色，传世包浆也十分
精美，字迹清晰深俊，没一丝一毫拖泥
带水，因此在收藏界极受追捧。

此外，在中国漫长的货币历史中，
还有一些特殊意义的钱币——花钱。
花钱源于汉代，早期主要是民间自娱
自乐的一种玩钱。“花钱”虽然具有钱
币的形态，但不做流通使用，是钱币中
的“非正用品”。中国民间花钱的种类
繁多，诸如开炉、镇库、馈赠、祝福、玩
赏、戏作、配饰、生肖等都要铸钱。花钱
中丰富的内容，是各代民俗民风的缩
影，代表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祝福。
“这枚十二生肖八卦花钱，就是典型

的吉利品，是大家祈求好运的象征。”黄
大宝说。该钱正面图案以“十二生肖”为
主，并配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等十二个字；背面图案是
楷体阳文八卦纹饰和乾、兑、离、震、巽、
坎、艮、坤八个楷书阳文，对应八卦。这种
钱币代表着人们对福寿康宁的期盼，一
般多为儿童佩戴。

花钱虽不能消费，却以其较高的艺
术价值、丰富吉祥的内涵，以及和古钱币
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了中国古民俗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身兼多职”的古钱币

古钱称“泉”，取意于泉水的流行
周遍，体现了货币作为商品流通媒介
的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认为
水是财富的象征。

到了汉代，封建迷信的统治者，出
于聚敛财富的愿望，将“钱”又改称为

“泉”，“泉”便成了“钱”的借用。
但真正把“泉”字用于钱币，还是自

新朝王莽始。王莽篡汉后，改革币制，铸
行了六泉十布，如大泉五十、布泉、货
泉、小泉直一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
官方发行的货币上出现“泉”字。后世的
三国孙吴也发行过带有“泉”字的货币，
如“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还有唐及五
代的“乾封泉宝”“永通泉货”、前凉张氏
王朝的“凉造新泉”、北周的“布泉”等。
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直到现代“泉”这
个借用词仍在延续，收藏古钱币的藏友
们仍以“泉友”相称。

新闻链接>>>

“泉友”的由来

喜欢收藏或许也是人的天性之一吧，你看现在
很多人，多多少少有些自己喜欢收藏的门类。随便玩
玩的，花些小钱买来一些事实上没有收藏价值的“藏
品”，也无伤大雅，权当花钱图个乐子。不过，有一些
人搞收藏，却是投入大笔资金、抱着保值增值的心态
去进行的。这种时候，如果自己不研究，只是靠耳朵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搞收藏，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笔者有一远房亲戚，就是“靠耳朵”搞收藏的典
型，十多年沉迷其中，谁劝都没用。直到在现实面前
碰得头破血流，才有所反省。既是亲戚，姑且称之为
小亲吧。

小亲是个富二代，家底殷实，不知从哪儿听来
的，收藏可以致富，他就迷上了此道。为了收藏，小亲
在家中装修了一整排的樟木柜子。他开始收藏的是
邮票，很快就收藏了很多“珍稀的”“错版的”，装满了
几个柜子。不久又迷上钱币收藏，铜钱、银元、已进入
收藏行列的前几版人民币、每年会出的各类纪念币，
很快，又是满满几个柜子。此后，听“行家”指点，小亲
又开始收藏字画。不管什么水平的书画家来义乌搞
笔会，他总会大手笔地收藏几张；周边县市有这类书
画活动，只要他知道，总会虔诚地赶过去，花钱买上
些作品。

不几年，一整排柜子都装满了藏品。小亲很有成
就感，有亲朋上门，总要介绍一番自己的收藏大业。
若有人怀疑这些东西的升值能力，他就立马翻脸。

柜子满了，可以先歇歇了？才不，不知何时，小亲
又听人说收藏瓷器才真正“高档”。于是他经常约上
一两个朋友，直奔景德镇，每趟都拉回一大堆各类

“大师”的作品。这时，又有人说老木雕是艺术品，不
像瓷器那样新天天在烧制。小亲一听认为有理，又四
处找寻老木雕，家里的几间空房，不出两年又堆满了
各类藏品。有一次，一位玩玉的朋友到他家玩，见他
家藏品堆积如小山，就说还是收藏玉器最好，小巧玲
珑，可赏可玩，且有几千年历史，升值潜力更大。小亲
又开始向玉器“进军”，家里马上就有了各类玉器。总
之，花了很多钱，买回了一大批残次品。

直到有一次，家里出了点变故，小亲需要资金周
转，才知自己的收藏入了迷途。当年那些自以为肯定
能够很快升值的藏品，或因保存不当，或因买了赝
品，或因高价而得，真想去变现时，以买入价四五折
的价格出都没人愿意接手。

小亲这才恍然大悟，深刻体会只靠耳朵搞收藏，
那是要败家的！

问渔斋

搞收藏不可“靠耳朵”

古钱币：历史文明忠实的见证者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货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亦是贯穿历史经济脉络的实物载
体，秉承了传统文化，见证了各个
时期的政局变幻。我国的货币起源
于殷商，发展于东周，统一于秦朝。
自“秦王扫六合”统一中国后，由秦
始皇钦定了外圆内方的“半两钱”
形制起，这种新钱币即被赋予了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权至上
的思想，以及“天圆地方”的五行学
说。历史的车轮滚滚不息，承载着
厚重的时代印记，圆形方孔钱币一
直延续到了近代。而今市面上用于
收藏的大多为铜钱、铜板以及银
元。今天，就跟随笔者的步伐，一起
来到义乌市收藏品市场，一窥古钱
币的奥秘。

义乌市收藏品市场的“大宝钱
币”店铺内，围坐着不少老泉友（即
古钱币爱好者），大家相互鉴赏并跟
店主黄大宝商讨价格，时不时也向
笔者科普最近古钱币的行情。“最
近，古钱币形势不错，大家的收藏热
情一下子起来了！”“现在年轻人喜
欢收藏古钱币的也多起来了，90 后
买得很厉害，我们60后、70后都自愧
不如。”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谈论中，
黄大宝也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他初
购古钱币时的经历。

“起初我看中古钱币，是因为大
家说他有‘辟邪降福’的作用。”黄大
宝说，自己初中时期就对古钱币有
了初步的了解，学生时代便开始利
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和零花钱，收集
一些常见的古钱币。从一枚两枚到
一串两串，从最常见的方孔钱到民
国的银元、清末的机制铜板、各式版
别的铜钱、花币等逐步升级。渐渐
地，黄大宝从一名业余藏家进阶为
专业藏家。为了更好地收集钱币，他
开着车环游寻“宝”，从千岛湖出发，

途经江西、四川、武汉……一路北上至
甘肃，在各地农村搜寻古币。

各地文化差异显著，收到的钱币也
带着不同的历史气息，黄大宝说，自己经
常能收到一些从未见过的古钱币。两年
时间里，他不仅依托收集古钱币增长了
见闻，还在旅行的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志
同道合的泉友，相互交流借鉴，共同进
步。丰富充实的寻宝经历也为他后续的
店铺开张奠定了良好基础。“见识过钱币
天地的浩瀚，才能脚踏实地做好眼下的
收藏。”黄大宝如是说。

初探古钱币世界

从远古的贝币到近代的金银铜
币，综观中国历朝各代遗存下来的各
种钱币，纵然锈迹斑驳，但仍难掩其风
采，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国运兴衰及
先人生存发展的痕迹。

黄大宝的收藏大致可分为铜钱、
铜板、银元三类，其中的变迁集中反映
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

铜钱是最为人熟知的圆形方孔
钱，这种外圆内方的货币也是中国历
史上流传最广最久的货币形式，从秦
时的“半两钱”到民国的“民国通宝”，
贯穿华夏2000多年。

铜板则是中国清末民初以来所铸
各种新式铜币的通称，与历代的方孔
铜钱不同，它中间无孔，生产方式也从
传统的浇铸变成了机器印压生产。铜
板在中国流通的历史仅30多年，但就
在这30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使
得中国货币发行陷入混乱，形成了铜

板数量浩繁、种类庞杂、版别众多等现
象，令人叹为观止。

银元俗称“大洋”“洋钱”或“花边
钱”，约在明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清乾
隆五十八年，为了抵制外币，清政府首
次在西藏铸行“乾隆宝藏”银币。光绪
十六年，清廷开始正式铸造银元“光绪
元宝”（即龙洋），各省纷起效尤，形成

了中国、外国银币混杂的货币流通局面。
“大家对‘袁大头’一定都有所耳闻，

其实这就是银元的一种，在现今的古钱
币收藏中颇有竞争力。”黄大宝说，袁大
头是民国时期主要流通货币之一，“袁大
头”是对袁世凯像系列硬币的口语俗称，
严谨点称“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1912
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当时流通的
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
乱、折算繁琐，对此民众积怨已久。鉴于
此情形，正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
问题的北洋政府，便决定铸发国币。袁世
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将自己的
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

错综庞杂的钱币体系看似紊乱，但
若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中国近现代的风
云变幻轨迹。这些古钱币成了今人了解
历史变迁的“活教材”“活文物”。黄大宝
认为，“当今，人们通过收藏古钱币，了解
近代中国历史，这才是收藏背后真正的
快乐。”

历史的见证者

光绪元宝银元

奉天省造光绪元宝

狗生肖花钱

一般用于祝福长辈福寿康宁的桃形币

稀有的孙中山“帆船三鸟”银币

《尚方宝剑》的封面
俗称“袁大头”银元

各式“通宝”做成的吊坠深受消费者喜爱

咸丰重宝当五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