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迄今为止，我国发行了五套人民币，第一和第二套因其存世量
稀少早已成为钱币收藏市场上藏家们竞相追逐的目标。然而，由于
第一和第二套人民币收藏较高的价格门槛，很多藏家开始将目光转
向第三套人民币。近几年，在“60年枣红1角”、“62年背绿水印”
等第三套人民币中“明星”藏品的带领下，第三套人民币开始成为
钱币收藏界的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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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绿”1角等明星版别价格飙升

第三套人民币渐显黑马本色

近期，各种“限制令”加剧
了红木原材料紧缺的局面，由于
供不应求，红木原材料一路水涨
船高，迫于紧缺的情形，许多企
业不得不将目光转投其他木材，
白酸枝因此走进大众的视野，或
将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主流。

在红木原料价格一路上扬的
情况下，红木消费市场有了微妙
变化，中档红木树种成为市场新
宠。常规的红木树种如海南黄花
梨、越南黄花梨、小叶紫檀、大
红酸枝等树种的货源奇缺，价格
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
寻求价格适中的红木树种。

随着黄花梨的告罄，红酸枝
就迅速占据了红木市场，2013
年，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修订过后，
以红酸枝为代表，更多的红木被
列为濒危物种加以保护，经过几
年的汲取，红酸枝的库存量也愈
发减少，出现告急状态。相比，
白酸枝的市场材料充分，而且价
格也不高，凭借这两个优势或将
成为未来红木行业原材料消费的
主流。

现在的红木家具受到热捧的
原因的绝大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收
藏价值，消费者只看到的财富价
值超过了它的文化价值，导致红
木家具被热炒为奢侈品的象征，
消费者和企业应该更注重红木的
文化价值，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
精髓。

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4月开
始正式发行，直到 2000年 7月才逐
渐淡出百姓视野，在市场上共流通
了38年，是目前发行的五套人民币
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也是我国首次
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一套纸币。

据 了 解 ， 1962 年 4 月 20
日-1980年 4月 15日止，第三套人
民币共发行了七种面额、13种版
别。其中，主币面值为 1 元、2
元、5元、10元四种，从该套人民
币起取消了3元券的发行，辅币是

1角、2角、5角三种，共七种面
额，全套面值合计18.8元。

第三套人民币票面设计以工业
为主导，工农轻重并举，集中反映了
当时中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
方针。从10元券到1元券的正面图
案分别为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练
钢工人、车床工人、女拖拉机手、纺
织车间、武汉长江大桥、教育与生产
相结合，背面是分别为天安门、露天
煤矿、石油矿井、牧羊、棉花等充
分反映了当时的国情。

流通38年面额创历史最低

“枣红”1角稀少“背绿”1角身价成倍长
第三套人民币中，1960年版

“枣红”1角的正面图案为“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色为枣红
色，据了解其目前市场价格已涨至
8000 多元。业内人士表示，“枣
红”1角暴涨的原因在于此前其流
通环节中的不断损耗，因此存世量
稀少，价格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同时，专家表示，“枣红”1
角在存世量稀少的同时，价格上涨
也来自于其在第三版人民币中的象
征意义。

而在钱币藏家眼中，第三套人
民币中的“背绿”1角绝对是“明星”
藏品。目前第三套人民币全套的市
场价格为6万多元，其中带水印的

“背绿”1角价格高达4万余元。
据了解，1962年版中的“背

绿”1角券因背面菊花两边为墨绿
色而得名，分有空心五角星水印和
无水印两种。在1966年“背绿”1
角开始发行不久，就有市民反映该
券的背面颜色与1962年版2角券背
面颜色相近不好辨别。因此，中国
人民银行于1967年12月15日将其
背面颜色调整为酱紫、橘黄，并宣
布自1967年12月起银行对1962年
版“背绿”1角实行只收不付。仅
面市了 23个月，“背绿”1角即宣
告退出流通领域，成为第三套人民
币中存世量稀少的品种之一。

业内人士表示，“物以稀为贵”
是导致“背绿”1角价格飙升的主要
原因，而带水印的“背绿”1角在市
场中更为稀少，因此成就了其第三
套人民币收藏中的“币王”地位。

目前，市场中有水印的
“背绿”1角价格已超 4万元，
而无水印的则为 4000元，价
格相差 10倍。一些商家开始
制作人造水印的伪币。因此，
收藏爱好者在收藏有水印的

“背绿” 1 角时，需擦亮双
眼，谨慎出手。

专家表示，通常真钞水印
是造纸过程中趁纸浆未完全吃
水、干燥之前经模具挤压形
成，压力轻重大小形成图像的
明暗层次，且层次过渡自然，
富有神韵、图像清晰、立体感
强。假钞水印由手工制作，质

量低劣。目前所知的制作方法
有揭开纸张的夹层，在其中涂
上一层糊状物，再将两层纸一
并合压，趁湿把纸垫在刻有图
像的凹版上经压而成。手工操
作动作笨拙，致使具有水印一
端的假钞纸张发皱不平。

此外，真钞的正背面图案
均为雕刻凹版印刷，人物的头
发根根丝缕清晰可辨，线条光
洁凸立。假钞是平版印刷、四
色套印，因此图案着墨不匀、
纹理不清晰。特别是肖像的头
发由网点油墨堆积成片，因此
发丝无法辨认。

收藏“背绿”需防人造水印

□ 专家提醒

价格翻了几十倍

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增
多，尼泊尔菩提子逐渐热销。

“95%的货都被中国人买走了，
价格翻了几十倍。”随着生意火
爆，萨戈赫逐渐学会了一些中
文，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菩提
子供货商。

菩提子在玩家们看来有许
多“讲究”，例如金刚菩提从 1
瓣到21瓣不等，一般来说瓣数
越多，尺寸越大，价格越高。
笔者连日来走访加德满都十多
家店铺，如今 8瓣以上的金刚
菩提已经非常少见，价格也贵
出许多。一颗12瓣的金刚菩提
少则 500元人民币，多则几千
元。

萨戈赫记得，去年他曾以
5.2万尼泊尔卢比 （约合 3500
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出一串凤
眼菩提，而 3天后市场价格便
涨到了7.5万卢比，如今由于断
货，已经千金难求。这位店主
感叹：“现在菩提子的价格已经
疯了”！

中国的“五一”小长假期

间，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前往
尼泊尔，本想为朋友捎带几串
上好的金刚菩提，可花了一下
午时间也没有找到10瓣以上的
大菩提。她告诉记者：“现在北
京许多朋友都在玩菩提，碰到
珍品哪怕再贵也要拿下，因为
北京更贵。”

中国商家抢购

在加德满都常年从事导游
工作的苏西尔说：“一些中国游
客经常向店主说，把你们店里
最好的菩提子拿出来。他们的
购买力实在太厉害了。”

受益于中国游客强大的购
买力，近年来尼泊尔不少商家
赚得钵满盆满。在当地盛产菩
提子的山区，时常传出商家抢
货的消息。按照时令，每年 10
月至次年 1月，是尼泊尔菩提
子货源充足的旺季，而每年夏
季由于货源奇缺，众多商家眼
睁睁看着大量中国游客走过、
路过而“错过”。

萨戈赫说：“再过几个月，
我就没有空闲时间了。许多中
国批发商也会来抢货。”

疯涨的尼泊尔菩提子

一颗12瓣金刚菩提动辄千元

金刚菩提子金刚菩提子

“老板，有没有龙眼菩提子？”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
家工艺品店，一位来自中国成都的游客大声地问。

“现在尼泊尔没有，恐怕只有中国买得到。”店主萨戈赫先
生笑着说。虽然尼泊尔是菩提子的主产地之一，但目前正逢青
黄不接的季节，品相较好的菩提子已被中国游客抢购殆尽。

约40岁的萨戈赫原本经营木雕、铜器、佛像等工艺品，
几年前开始在加德满都商业街售卖菩提子。他说：“仅仅在5
年前，只有寺院和藏族人家才用菩提子。价格很便宜，可以
半卖半送。”

白酸枝：红木原材料
市场的潜力股

建国钞：收藏单张
不如百连号

随着钱币收藏热升温，越来
越多的人投身其中，而市场上也
相继传出旧版人民币、各类纪念
钞、纪念册创出天价的消息。

据悉，建国 50周年纪念钞
均为限量溢价发行，并且其发行
与人民币一样，须经中国人民银
行授权批准，具有极高的权威
性，从面市的那天起，就被集藏
爱好者赋予较高的收藏、投资价
值。因此，建国 50周年纪念钞
不仅是可以流通的合法货币，较
具收藏品属性。

知名钱币收藏专家表示，收
藏讲究“藏头不藏尾”。建国 50
周年纪念钞是我国第一次发行纪
念钞，面值为 50元，是可以流
通的法定货币。建国钞只在
1999年发行，建国 55周年、60
周年都没有发行，第二枚建国钞
何时发行还很难说。

“相较普通消费者来说，建
国50周年纪念钞或许有些陌生，
但对于钱币集藏爱好者来讲，这
其实是近年来升值很快的黑马品
种。”钱币收藏专家介绍，收藏界
讲究“连号为王”，单张不如百连
号（1刀），稀缺的“特殊号码”
往往更具收藏投资价值。

钱币收藏专家分析指出，由
于在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挂
牌，大量建国 50周年纪念钞入
库托管而不再流通，现在市场的
货量已不像从前那般唾手可得。
建国 50周年纪念钞的长期持有
者，大部分除抱着升值的心态去
购买外，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
纪念品而保存。不过仍有不少投
资者依然保持着短期投资的心
理，出手入手较为频繁。正是这
种交错迥异的市场现象，预计建
国 50周年纪念钞后期价格仍有
潜在空间。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