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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唱片年均价格增幅超 20%

收藏要注重保养定期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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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
城……”这曲《夜上海》的旋律，很
容易让人不经意回到那个黑白电
影、黑白照片以及黑胶唱片的怀旧
年代。 尽管如今已是

CD

、

MP3

当
道，但仍有不少玩家钟爱黑胶唱片
塑造的时代感，并在以藏养藏的同
时将其当作投资种类之一，而不少
经典的老唱片价格也已翻了数十
倍。不过，收藏老唱片有很多讲究，

一是要配置黑胶唱机，二是要花更
多的心思在保管和保养上。

老唱片年均价格增幅
20%

以
上

黑胶唱片作为音乐的载体几
乎占据了整个

20

世纪，直到
1984

年
CD

诞生。 中国在
1992

年进入
CD

时代，黑胶生产线大量被淘汰，

黑胶唱片的价格从
30

元左右跌至
15

元左右。 但是由于收藏者的喜
好，从

1994

年开始，黑胶唱片的价
格逐渐回升， 到

1996

年已经突破
百元。

“

1998

年国内最后一条黑胶
生产线关闭，目前国内市场的黑胶
唱片或者来自海外，或者是二手唱
片。 ”老唱片的稀有性不言自明，老
唱片收藏其实就是各种历史声音
的收藏， 各个时期的名人的声音，

如政治家、艺术家、历史人物、风云
人物的演讲、发言稿以及各类器乐
和声乐的老唱片都值得一藏。

记者近日走访各收藏品市场
后了解到，目前某些

20

世纪
30

年
代灌制的老唱片价格已经过万，而
部分周璇的老唱片也可以卖到两
三千元一张。 一般来说，唱片发烧
友喜欢收集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
成立后的明星唱片、 戏剧和乐曲。

不过只有品相上佳且年代久远的
老唱片价格才能一飞冲天，而题材
普通、存世量较大的品种如今的售
价也难过百元。市场商家刘老板告
诉记者，近几年老唱片价格基本保
持了年均

20%

以上的增幅。记者随
后登录淘宝网搜索“老唱片”的关
键词，共搜到

7000

余件相关商品，

价格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有商
家表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
台歌星唱片和一些经典音乐的试

音碟比较热销。

收藏之道：注重保养定期清洁
老唱片的收藏者往往容易走

入误区———成为“唱片仓库保管
员”。一开始收藏时，方洁也将收藏
的唱片完好包装保存着，唯恐其受
损。然而，慢慢进入这个圈子，她才
了解到，真正的藏友应该也是“歌
友”：“老唱片的价值中很大一部分
就是愉悦听者的耳朵。 ”所以，她配
置了一部数百元的黑胶唱机。随着
她在收藏上的晋级，她逐渐学会自
己配置唱头、唱臂和唱盘，并且添
置扩音设备。

当然，唱片也有“消耗品”的特
性，长期使用也会受到磨损。因此，

当其收藏特性被强调时，就难免涉
及如何在享用它的过程中也能好
好保存保养。 “老唱片一怕挤压，二
怕灰尘，三易磨损，保存保养真的
是一件要非常用心的事。 ”方洁把
老唱片放在书架上的通风干燥处，

以防其发霉变形，每次听完后都用
碳纤刷擦拭唱片，“很多藏友没有
注意到，再心爱的老唱片也不能循
环重复听，全部听完一次后至少等
六小时后再听第二次，否则唱针在
唱片上播放时，因摩擦产生的热量
可能会软化唱片塑胶沟槽。 ”

有的老唱片保存一段时间后
可能出现发霉或变脏的现象，必须
经过清洗才可以再播放，而清洗方
法可以购买洗唱片机，或者用含少
许中性洗洁精的纯净水打湿唱片，

然后用尼龙面刷顺沟槽方向轻刷
后用水冲干净，最后拿棉布细细擦
干后让其阴干，之后重新换上新的
内套。

“千万不要因为怕保养麻烦而
不播放老唱片。 ”方洁说，老唱片要
播放和定期清洁以延续其“生命
力”，而对于收藏者来说，收藏老唱
片就是收藏一段段旧日的声音。

（据大洋网）

古墨：文房收藏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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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不换，名墨难求。 ”古墨
行情正加快向上。

古墨收藏盛行于明代，到晚清
民国达到极致。当代藏墨则主要集
中在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 但从
1997

年开始走下坡路， 一直到
2007

年后，古墨收藏开始反弹。 近
两年文房类藏品受热捧，也带动了
古墨锭行情加快向上。 据藏家介
绍， 这些年古墨的回报率不如瓷
器、玉器和书画，但古墨收藏有文
房气，且使用老墨的书画家越来越
多；制墨过程的取烟、合料等环节
环境恶劣，从业者越来越少；加之
熊胆、麝香、沉香等原料的稀缺。符
合传统工艺的佳墨供不应求，好墨
锭价格不断上涨，亦引发古墨的行
情上涨。

名家出名墨
墨是书写和绘画的重要材料，

其品质不仅影响书法、绘画的艺术
表现力，而且影响艺术品的保存和
传播。 历代文人多有藏墨之好，宋
代苏轼和明代画家董其昌都爱收
藏墨锭。 古代藏墨鉴赏之风，至嘉
靖、万历时期更盛，并开始出现成
组、成套的丛墨。

在我国制墨历史上， 名家辈
出。 宋代有潘谷、张遇、叶茂实等，

潘谷手制“松丸”、“狻猊”等墨，“遇
湿不败”，“香彻肌骨， 磨研至尽而
香不衰”，被誉为“墨中神品”。明代

是徽墨的鼎盛时期，最著名的制墨
名家有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罗
小华的桐油墨、程君房的漆涸墨、

方于鲁的名贵药构墨都是难得
一见的珍品。 程君房自诩“吾墨
百年之后金不换”。 此明代三大家
的墨式样多样，装饰华丽，图案精
美， 争奇斗艳，“五岳真形阁”、“东
岳泰山赞”、“九鼎图”、“百雀图”均
是珍品。清代有曹素功、汪近圣、胡
开文、汪节庵四大制墨名家，其
中曹素功的“紫玉光” 、“苍龙珠”，

胡开文的“御园图墨”、“御制棉花
(19435,-55.00,-0.28%)

图”，汪近圣
的“耕织图” 、“罗汉赞”等古墨，图
案精美、人物刻画细腻，装潢考究，

空前绝后。

1915

年，民国休宁胡开
文出品的“地球仪墨”获巴拿马世
界博览会金奖。

如何鉴墨
从质地来说，要能区分新墨和

旧墨。例如，新墨带灰色，旧墨纯黑
朗润，色泽纯黑，色感厚实。旧墨有
一股自身的古朴淡远的馨香之气，

且显出一种古朴的色调。新墨常有
怪味，使用时常粘笔，这是胶质太
重的缘故， 古墨由于年代久远，胶
质自然退去，故书定流畅，墨色醇
和。 古墨佳品墨质坚如玉石，表面
丝丝起发理，显示浑厚气魄；颜色
黑而带紫，手掂沉重。

再看古墨表面的漆皮，凡年代越
远，漆皮越显浑厚，并呈现蛇皮断纹，

与古琴上漆皮断纹极相似。 又像古瓷
开片，有纹不裂，隐蕴在漆皮之间，同
时闪出蓝色光彩。 近现代仿品漆皮
上没有蛇皮断纹，只有断裂纹。

从墨模看，受明清两代书画流
派风格的影响，时代色彩分明。 明
代的书法多遒劲，雕刻手法则需要
深厚才能显示其雄健。清代书法多
秀润，雕刻手法精秀润细。 绘画与
书法也基本一致，因此明清两代雕
刻墨模的技巧成为两大不同流派：

明代墨模刀法多深厚有力，清代墨
模多柔妍精细。 从墨的装潢来看，

明清时的佳墨往往都有原来的包
装，如漆匣、楠木匣、古锦套等。 现
在也有制伪者以仿墨配真匣，鉴墨
应以墨本身真伪为主要依据。

（据《中国证券报》）

海派玉雕国色天香赏析
���

在玉雕界“国色天香”的题材做的人
很多，但做得精彩，作出特色者少。 上海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海
派玉雕特级大师赵丕成， 用一块天山脚
下的彩玉所精心雕琢的《国色天香》，既
显示了美玉的本质美感和自然灵性，又
融入了当代审美的时尚气息， 令人叹为
观止。

作品在俏色的使用上， 可谓匠心独
运，几入化境。俏色处理有分有合，人物、

花朵、凤鸟连体构成，人物的下半部分是
红色牡丹含苞欲放，似人物盘腿而坐，凤
鸟的凤冠向上延伸，形成飘逸的花瓣，造
型在似与不似之间，形神兼备。巧妙的分
色渲染，使形象色彩分明、对比强烈，白玉的温润、南红的娇艳、黄玉
的瑰丽，分别勾画出白玉美人的醉意；朱红牡丹的绽放；金凤灵动的
舞姿，使三者构成美不胜收的和谐整体。 尤其是红色部分的构想，采
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使大面积红色牡丹映衬着零星小红的点缀，更
显玉女精致、灵气和娇美，有画龙点睛之妙，使作品妙趣横生。

作品在形体表现上呈现出圆润、饱满和浑然一体的特色，尤其是
线条流畅优雅，疏密有致，光挺柔顺，圆转迂回，不仅生动刻画出玉
女、花朵和凤鸟的神态，而且整体画面表现出美轮美奂的生动气韵。

玉作时尚、简约、精致，体现了鲜明的海派玉雕风格。

这件作品在琢玉技巧上充分表现出传统的砣工，技艺娴熟精湛，

刀法沉稳有力，砣工灵活流畅，在作品的工艺技巧中表现出丰富、多
变的琢玉语言，如走砣的贴切挺顺，压砣的平整顺畅，“趟”的匀净柔
和，扎砣的遒劲有力，勾砣的流畅利落等，尤其是“趟”的砣工，琢磨精
妙细腻，柔和优雅，表现出玉作的总体美感。 （据《新民晚报》）

第一套人民币全版市价超 600 万元

我国已发行五套人民币，目前第一、二、三套人民币已经退出流
通领域，而第四套目前是只收不付，占流通领域

80%

以上的是第五套
人民币。 由于退出流通的不少是珍品，其投资价值与日俱增，受到知
名拍卖行和文物收藏家的特别青睐。

在收藏市场中，人民币收藏持续高烧，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更是
备受追捧。而中国最昂贵的纸币，当属第一套人民币了。目前，我国第
一套人民币全版市场行情高达

600

余万元， 其中， 中国人民银行于
1951

年发行的一枚“牧马图”壹万圆面额人民币，曾经以
230

万元的
成交价刷新中国纸钞拍卖的世界纪录，被誉为“中国人民币之宝”。

第一套人民币能被收藏市场奉为“开山鼻祖”，因为其具有一些
不可复制的特征。它的诞生，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立。同时，第
一套人民币诞生在解放战争的特定历史环境中， 它的发行保证了解
放战争胜利进军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最终成为统一的
全国货币，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的币制混乱局面，所以它有战
时货币的某些特征。

其次，发行时间短，数量少，是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自
1948

年
12

月
1

日在河北省石家市正式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即日开始发行统
一的人民币，共

12

种面额
62

种版别，至
1955

年
5

月
10

日停止流通
使用的人民币为第一套人民币。 据说仅

100

天就收回了全部流通量
的

98%

。 其中，第一套人民币中的“牧马”、“蒙古包”、“瞻德城”、“绵
羊”，更是分别只在蒙古和新疆发行，更为稀少。第一套人民币伍仟圆
的“蒙古包”，市场报价高达

85

万元。

由于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的限制， 第一套人民币的纸张质量较
差，票面破损较严重，目前的存世数量特别是品相上佳的极少，能将
其集全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也成为了最贵的一套人民币，目前全套全
品的市场价格已突破了

60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套人民币进入收藏领域是
20

世纪
80

年代
后的事，到今天只有

20

多年的时间，在这
20

多年内，第一套人民币
从“弃于地无人问津”，到今天“洛阳纸贵”，为持续高烧的人民币收藏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此，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人民币收藏市场鱼目混珠，前几套人
民币的防伪性能不高，市民盲目投资这类藏品风险较高，建议货币收
藏要有选择地投资。 中国从古至今，出现过的钱币样式不计其数，因
此投资者一定要有选择地投资，才能有良好的回报。 同时，在收藏过
程中，最好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入手，在了解其历史背景和价值后，

才能清楚钱币的市场价值，从而避免上当受骗。

此外，收藏要注重钱币的品相，“品相是钱币的生命”。故而，无论
是集币新手还是已有相当集币知识的投资者， 在购买各种钱币的时
候，一定坚持“品相为先”的原则。

(

据《燕赵晚报》

)

老留声机

“金嗓子”周璇的《夜上海》老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