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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中，瓷盘画以其独特
的魅力，近年来愈来愈受到收藏爱好者的推
崇。瓷盘画融瓷器工艺与书画艺术为一体，既
显示了画家的艺术水平，也展示了工匠的高超
技能。

中国绘画出现于瓷器上已有近千年的历
史。宋代瓷器生产已十分发达，为烧制瓷画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此后画家在花瓶、笔筒等瓷
器上作画题诗，提高了它的艺术品位。明清时
期拓展了瓷画的品种，画家在瓷盘上画出优美
的图案，于是也就产生了瓷盘画。旧时大户人
家和读书人，在瓷盘画上配置红木座架，使它成
为装饰性工艺品，陈设于博古架上，给客厅或书
斋增添了艺术氛围。时至今日古代早期瓷盘画
流传下来已不多见，为收藏品市场所看好。

瓷盘画的高速发展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
期，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瓷盘画又重返艺术天
地。有些中青年画家应工厂商家之邀，开始在
瓷盘上走笔，连西洋画画家也不甘寂寞，在瓷盘
上临摹西方古典名画。不少工艺美术家将中国
名画家的作品复制在瓷盘上，如齐白石的虾、徐
悲鸿的奔马、江寒汀的花鸟、陆俨少的山水等，
名家瓷盘画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瓷盘画是
家庭高雅的装饰品，由于面积小，便于布置，颇
受人偏爱。瓷盘画的题材有戏曲人物瓷盘画、
花鸟走兽瓷盘画、美术名作瓷盘画、山水风景瓷
盘画等，这类瓷盘画作品目前的价格还不高，故
深受广大工薪阶层收藏者的喜爱。但一些限量
烧制的瓷盘画精品的价格却居高不下，景德镇
曾出产过“水浒人物”瓷盘画，因存世量较少，现
已价格不菲。

随着化学颜料工艺的不断发展，一些工艺
美术师开始尝试直接在瓷盘上作画，取得了较
好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一些当代著名画家及著名工艺美
术师所画的瓷盘画价格已上涨了数倍。如早在
2005年 6月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林风眠所
绘的一件瓷盘画曾拍出了 71500元的高价，而
当时估价仅一万多元；在2010年上海崇源春季
拍卖会上，程十发的《钟旭嫁妹图》瓷盘画又以
64960元成交，显现出名家瓷盘画的投资前景
被藏家看好。

名家瓷盘画收藏有前景

小门券里也有大门道
门券收藏：成套系 价值高

“作为一个收藏门类，若没有打持
久战的信念，门券收藏是很难形成规
模和套系的。”收藏者王志恒建议，初
入门者如果要进行门券投资性收藏，
一定要走精品路线，多了解市场动态，
收藏对象要选取一些精品，因为精品
的市场回报率是最大的。目前最受市
场欢迎的，首先是与历史重大事件相
关的景区门券，其次是旅游景点的，如
果能够形成套系，其价值则更高了。

王志恒介绍说，以前面值仅有几
分、几角钱的早期门券，如今已增值几
百倍乃至上千倍。如文革时期的有毛
泽东语录的宜兴善卷洞门票，在 2010
年大概为1800元左右一枚，而现在的
价格则突破了 5000元。“上世纪六十
年代的善卷洞门券如今被许多藏家称
为‘熊猫级’藏品，非常珍贵。早期的
善卷洞门票上方印有毛主席语录，下
方印有善卷洞景点图片和‘宜兴善卷
洞游览票’字样。门票设计大方，印刷
精美，再加上存世量不是很多，所以价

格飞涨。”
旅游门券是旅游景点的入门券，

也是景点的“名片”。早期的旅游门券
一般都是很简单的小纸片，缺少应有
的观赏价值，且当时人们的收藏意识
淡薄，旅游门券收藏也就无法谈起。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旅游门券收藏有了大的飞跃。旅游
门券收藏作为民间收藏中一种普及性
较强、群众参与面较广的活动，越来越
受到社会的关注。首先，旅游门券具有
艺术价值。其画面形态多样，有摄影作
品，有国画、油画、素描、木刻、书法等，
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其次，
它具有知识价值。小小门券，大千世
界，古今中外无所不有，犹如一部百科
小全书。我们可以通过欣赏门券扩大
视野，增长知识。此外，旅游门券还具
有保值价值。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指导下，一般早
期的全品券，越是年代早且艺术价值
越高的藏品，其保值程度越高。

门券成套系价值更高

已停用的早期门券

现在使用的旅游门券，特别是新推出
的旅游门券，因印制量大，用完了还可以再
版，短则使用几年，长则使用十多年乃至数
十年，所以几乎遍地都是。多则便宜，几乎
没有任何投资价值，即使是设计精美的，也
只是有收藏价值。

而早期的旅游门券因为不会再使用发
行，不可复制，使用过的就基本都是自然流
逝了，再求不易。特别是一些解放前和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门券，有的也许存
世量只有数枚乃至只有1枚，物以稀为贵，
很可能和邮票、火花一样，成为未来拍卖市
场创出天价的投资品种。

异形门券

通常的门券都是长方形纸质门券，那
么圆形门券、多边形门券就是异形门券。
塑料门券从前较多，现在越来越少，也可归
入异形门券。有的门券是用特殊材料制作
的，比如庐山门券就曾以麦秸在纸上拼图，
这就是一种别致的异形门券。还有玻璃和
金属材质的，无奇不有。这些非纸质的异
形门券现在越来越少，估计随着旅游门券
收藏热的兴起，将有一些旅游景点或收藏
品开发公司大量开发出一些异型门券专供
收藏者收藏。但这已成为商品门券了，就
和火花的商品花一样，只是欣赏价值，没有
收藏价值，也就没有投资价值，只可能有投
机价值。

成套门券

如今，很多旅游景点为了满足旅游者
对门券的欣赏和收藏的需要，由原来的单
一门券发展到推出套券。

古画门券

旅游门券大多以风景区和名胜古迹的
景点为画面设计，也有以绘画作品为画面
的。如以明清著名画家的作品为画面，10
枚一套，印制精美，其中有陈洪授的《三教
图》、文征明的《东坡诗意图》、石涛的《墨笔
日夕知已图》、弘仁的《秋山日居图》等。

设计印制精美的门券

目前，相对于火花、邮币卡收藏，门券
的收藏者数量少得多。它和火花一样，在
使用期内无须花钱就可以收藏到，它的投
资增值是在使用期过后。如早期火花，如
今一枚的价值甚至可以达到数百元、上千
元，而使用时一分钱都不要就可以获得，门
券也一样。

投资旅游门券首选五种类型

门券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自然风
貌、灿烂历史和风土人情，都能把最美
丽的风光、最辉煌的历史、最精湛的艺
术、最杰出的人物凝结其中，并作为一
种特殊的宣传媒体，将一个地区的知
名度随美丽的小小纸花传遍五湖四
海。它们都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收藏
价值和研究价值，并逐步发展成为一
门集自然、科普、历史、艺术、美学为一
体的社会科学。门券具有以下特点：

1、发行单位众多。其中包括各风

景名胜区的管理部门、各纪念馆、博物
馆、图书馆、各社会团体和个人。

2、没有发行计划和数量，没有志
号，只是根据市场的需要随时更新，收
藏者想要收集齐全很困难。

3、收藏投资成本低。门券多为藏
友交换，偶尔买卖，价格也很低，既经
济又实惠。

4、门券的升值潜力取决于集券人
对门券的追求程度，以及门券在社会
和生活中的损耗程度和世存量多少。

门券收藏常识

邮资门券，也称邮资门票，就是将邮资明信片赋予
门券功能，在邮资片上加印风景图案、票价、副券、景区
示意图和相关的文字资料介绍，作为旅游者参观景区
的凭证，与旅游门券作用相同。

近两年来，各地邮政部门与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管
理部门联合开发的邮资门券是一种新的收藏品种。集
邮与门券收藏虽说同属，但根据所收集对象、种类的区
别，分属各自的类别，有各自的组织，如集邮协会、门券
研究会。

旅游门券同邮资门券的区别比较：前者历史长，有
数十年、上百年，由风景名胜和文物管理部门印制，作
为旅游参观者的凭证，参观完毕失去价值，大部分被游
客丢弃，少量因图案美观、印刷精致，被收藏爱好者留
存，属于门券收藏的类别。而邮资门券则是邮政部门
与风景名胜、文物管理部门联合制作，用邮资明信片为
载体加印风景图案及相关信息，作为门票使用，参观完
毕后，还保留着邮资价值，可寄出留念。

旅游门券、邮资门券、邮资明信片三者相比，第二
者内容更丰富，印刷精致，资料更齐全，更具有收藏、欣
赏、研究的价值。

邮资门券，集门券、封片为一体，融图案、资料于一
身，为收藏爱好者锦上添花，为集邮爱好者提供了新的
系列、新的品种，也为封片研究者提供了新素材、新资
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发种类的增加，人们对它的重
视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邮资门券带来收藏新天地

在中国，门券收藏大致始于新中国初
期。随着改革开放后旅游业的发展，五花八
门的门券随即出现，吸引了藏友们的注意，进
而形成了今天的收藏热潮。小小门券，有什
么收藏价值呢？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门券
收藏必将吸引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

红木家具收藏越来越热门。近日在深圳观
澜举行的万盛宇红木家具投资理财项目的启动
仪式上，中国文物学会专家曹静楼与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冯文土“华山论剑”，共同交流了如何
收藏红木家具。

红木是国内家具用材约定俗成的统称，按
照2000年颁布实施的《红木》国家标准，红木是
紫檀属的紫檀木类、花梨木类，黄檀属的香枝木
类、黑酸枝类、红酸枝类，柿属的乌木类、条纹乌
木类，铁刀木属及崖豆属的鸡翅木类 5属 8类
33种材料的总称。

红木家具由于原材料名贵、制作工艺精良、
蕴含东方古典文化韵味，一直受到众多收藏家
的青睐。在分析近几年红木家具价格水涨船高
的原因时，曹静楼认为，红木家具向来都被视
作家具中的珍品，高贵而华丽，承载了中华民
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与
审美都汇聚其中，不论是收藏还是观赏都有很
高的价值。

在种类繁多的红木家具中，什么样的红木
家具最有升值空间、最有收藏价值呢？曹静楼
与冯文土也给现场的观众“支招”，他们认为，收
藏切勿盲目跟风。曹静楼认为，红木收藏首先
要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能纯为投资而收藏，

“在重视材料的同时，也要看中红木家具的工艺
与艺术性”；而冯文土则认为，在收藏时需要讲
究方法与策略，熟悉红木收藏的知识，在对家具
的设计、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在做决定。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红木家具收藏不能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