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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原稿最值钱

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发源于清末民初画
报，融汇线描、素描、水墨、木刻、漫画、国画、彩
色等多种绘画技法。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
版的《西游记》等画册的封套书名上冠以“连环
画”三字，在书的广告中说“连环画是世界书局
所首创”，连环画的名称或由此确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人书”许多出自大
画家手笔，如陆俨少、程十发、刘旦宅、贺友直、
顾炳鑫、戴敦邦、汪观清等，产生了诸如《三国演
义》等四大名著、《山乡巨变》、《红日》、《花果山
美猴王》、《敌后武工队》、《杨家将》、《基督山伯
爵》等一众绘画精品。

文革结束后，从 1977年到 1985年，连环画
再度繁荣：《岳飞传》《铁道游击队》《热爱生命》
《李时珍》《江姐》《李自成》《伤逝》《药》《郑成功
收复台湾》等作品纷纷问世。

相比连环画出版物，原稿更为珍贵。由于
历史原因，很多出版连环画的出版社都已倒闭
或另立门户，大批连环画原稿流入市场。

2012年兰亭拍卖公司拍卖的关山月《虾球
传—山长水远》原稿，估价两千八百万，结果以
3920万元成交。据介绍，关山月在上世纪50年
代前后曾创作过三套连环画，其中，以黄谷柳
《虾球传》第三部《山长水远》为蓝本创作的连环
画是关山月在 1949年创作的，这套水墨纸本
连环画原稿九十四页，真实反映出当时香港的
风土人情，也表达了著名作家黄谷柳创作《虾球
传—山长水远》的本意。

今年嘉德春拍在中国书画板块，首次推出
“妙笔连珠”连环画创作手稿专场，涵盖徐燕孙、
刘继卣、王叔晖等大师经典作品，所选《荆轲刺
秦王》、《武松打虎》、《范进中举》、《刘胡兰》等均

为人们耳熟能详之作，并因有确凿的出版记录
而受藏家好评，刘继卣的三套作品《武松打虎》
故事插图手稿、《黑旋风李逵》故事插图手稿、
《说不完的故事》故事插图手稿，分别以 36.8万
元、21.85万元、20.7万元成交，列本专场成交价
前三。

贵在画家个体创作

连环画具有较强的叙事性、趣味性和艺术
性，因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每一件经典的连环画作品，都凝聚了创作者的
智慧和技法。看似简单的小人书，其实制作非
常繁复，考验的是连环画画师的画工。

从1949年到1966年，全国大约出版了上千
种连环画，历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存量和市
场流通量越来越少。连环画的艺术性和文化内
涵通过画家个体创作来表现，这是卡通、动漫无
法比拟和无法取代的。产量小、需求大，这便造
就了连环画收藏的巨大升值空间。

什么样的连环画值得收藏？

连环画的版本可分为民国版 (1920-1949
年)、老版(1949-1966年)、“文革”版(1966-1976
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版(1976-1990年)和新版
(1990年至今)。在众多版本中，老版的连环画
收藏价值极高。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
八十年代，连环画画家按照各自的风格特点和
擅长的绘画手法进行创作，当时创作每部作品
都坚持深入生活，大大丰富了连环画的艺术内
涵和表现力，因此优秀作品辈出。尽管现在很
多版本的连环画价格都达到高点，但还有一些

“潜力股”，如“80后”版本的《水浒传》、《三国演
义》等都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藏家建议，连环画收藏应首选名家的成名

作以及画风成熟时期的作品。
连环画界名家辈出，有“四大名旦”(沈漫

云、钱笑呆、陈光镒和赵宏本)、“四小名旦”(赵三
岛、颜梅花、笔如花、徐宏达)和“南顾北刘”(南指
顾炳鑫，北指刘继卣)；名作有王叔晖的《西厢
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刘继卣的《鸡毛信》和
《东郭先生》、赵宏本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罗
兴的《柯楚别依》、华三川的《白毛女》、贺友直的
《十五贯》和《山乡巨变》、戴敦邦的《红楼梦故
事》、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汪国新的《长江三
部曲》、墨浪的《满江红》等等。这些名家绘制的
名著，是连环画中的经典之作。

其次，选择美展获奖作品。从 1963年到
1990年全国连环画一共评奖四次，共有 305部
连环画获奖，如《白求恩在中国》、《赵一曼》等。
这些获奖作品画工精细，题材多样，是连环画中
的精品。近年来，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
出版的连环画越来越受到追捧，如顾炳鑫的《列
宁在十月》、任率英、范曾合作的《野心家吕后》、
贺友直的《朝阳沟》等。此外，江苏美术出版社、
浙江美术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四川美术出
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和湖北美术出版社等这
些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作品画工精、品质高、名
家多，获奖作品也多。

连环画的发行存量也影响其收藏价值。同
一版本的连环画，第一次印刷和后几次印刷的
价格也有较大区别。收藏旧版连环画要看版权
页内容，包括版次、印次、印刷时间、印数等，不
同的版次和印次，价格相差很大。如1955年上
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0册《铁道游击队》，
初版是 1000元，而二版只有 20元左右；1958年
版的“九品”的《三国演义》曾以 12000元成交，
同样的版本，经“文革”后多次再版，80元也乏
人问津。

连环画成拍场新宠
“小人书”原稿最值钱

《邓小平同志诞生 110周年》
纪念邮票，发行一个月以来，与面
值相比，小版张售价翻了 3倍，大
版张翻了 7倍，受此影响，邮市小
版张邮票涨势凶猛。专家表示，此
轮涨价行情席卷很多小版张，其原
因可能是资金流入的带动作用，从
目前来看，谈邮市整体回暖仍为时
尚早。

近日，相关调查人员从收藏品
市场了解到，近一个月以来，邮票
交易报价节节攀升。发行不到一
个月的邓小平 110周年纪念邮票
大版张从面值 27元涨至了 200多
元，翻了7倍。

邮票市场行家表示：“看来，有

资金按捺不住入市了。”市场交易
的活跃，使得一段时间以来十分沉
寂的邮市开始回暖。

邓小平110年纪念邮票
领跑小版张邮票

8月 22日，中国邮政发行了
《邓小平同志诞生 110周年》纪念
邮票一套，共 4枚。近日，相关调
查人员在淘宝网上查看到，该纪念
邮票的单套标价为 4.88-6.5元，小
版张票价最低标价也达到了 35
元，翻了 3倍，大版张标价普遍超
过了 200 元，与面值相比翻了 7
倍。这在今年发行的邮票中涨幅
是相当之大了。在成交量上，收藏

者似乎也更偏向于小版张。
此次中国邮政发行的《邓小平

同志诞生 110周年》纪念邮票，生
动地再现了邓小平不同时期的精
神风貌，全套邮票总面值为 5.4
元。第一枚主图为“领导百色起
义”，面值 1.20元；第二枚主图为

“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面
值 1.20元；第三枚主图为“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面值 1.50元；第四枚主图为

“南方谈话”，面值1.50元。
点购收藏网王小姐表示，现在

邓小平邮票小版张的销售最好，受
伟人影响，近一个月来其他邮票销
售也不错。王小姐表示，“邓小平
110周年纪念邮票在点购收藏单
套价格是 6元，小版张是 50元，大
版张价格是 200元。单套只有 4
枚，小版张是 2套 8枚，大版张是 5
套20枚。”

邮市整体回暖仍为时尚早

今年前 8个月，邮市一直处于
偏弱状态，人气低迷。不过，8月

下旬以后，发行题材好的新邮小版
张的走势出现偏好，广受市场欢
迎。伴随一些热点品种的层出不
穷，特别是受邓小平 110周年纪念
邮票价格全线倍涨的影响，小版张
邮票涨势凶猛。

据悉，9月13日发行的《长江》
邮票，一发行就受到了追捧，该套
面值为 13.20元的邮票，价格上涨
至了 25元左右，几乎翻倍。更有
甚者，2013年发行的《感恩母亲》
邮票小版，面值9.6元，市价却已涨
至 150元附近，与 2013年年底 78
元的价格相比，涨了将近 2倍，较
面值而言更是涨了 15倍还多，此
外，其它邮票品种的小版张价格与
前段时间对比都有一定幅度上涨。

此轮涨价行情席卷很多小版
张，而且可能保持着上涨势头，有
专家表示，其原因可能是资金流入
的带动作用，也可能是受邮票电子
盘价格上涨影响，不过从目前来
看，谈邮市整体回暖仍为时尚早，
投资者需谨慎入市，切不可盲目跟
风追高。

邮市再刮“炒新”风
邓小平110周年邮票1月涨7倍

随着羊年脚步渐行渐近，贺岁
题材的金银产品市场再度活跃，尤
其是贺岁金银条系列收藏品，成为
人们关注的热点。

调查人员一家金银珠宝公司看
到，羊年贺岁金银条系列产品已经
摆上销售专柜。据工作人员介绍，
最早上市的是由沈阳造币有限公司
铸造，宝泉钱币公司发行的金银条，
正面以“福禄寿喜财”为主题，设计
是国画形式，贺岁祝福韵味浓厚。
金银条系列有金条单枚、金条套装、
银条单枚、银条套装、金银组合套装
5个品种，26款规格。“贺岁收藏品
寓意吉祥，有收藏、馈赠及投资价
值，很受人们欢迎。”一名店员说。

业内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元旦
以及农历新年前后，贺岁金银产品
将再次激活贵金属产品市场，贵金
属市场也将朝老百姓普通礼赠产品
的方向发展。

羊年贺岁金银条

系列藏品受追捧

日前，巴黎苏富比宣布将于2015年3
月举办连环漫画主题专场拍卖，将上拍现
当代美国及欧洲漫画家创作漫画作品，共
计300余件，包括插图、画作、原版作品。

今年4月，佳士得与画廊合作举行的
首次连环画专场拍卖会成交额超过380
万欧元，约合3233万元人民币。

这场拍卖会上拍包括插图、素描、原
版封面等近370幅连环画艺术作品，总预
估价在310万至350万欧元之间。《丁丁在
西藏》的原版插图草图创下了此次拍卖会
最高成交纪录，成交额为289500欧元。

几十年前，沉香仅仅作为一种
有药用价值的中药材，价格不过几
十元一公斤。不过现在要买沉香，
则不是到中药材市场。沉香的身影
屡屡出现在拍卖场中，或者沉香藏
家的私人博物馆里。要购买沉香，
需要通过竞投或者找藏家私洽，价
格也达到了天文数字。

沉香也被喻为“植物中的钻
石”。在 2014年的拍卖场上，常常
能看到沉香的拍卖专场。在这些拍
卖会中，有 10公斤重的沉香原料，
拍出了3622.5万元的高价。

资深沉香专家表示：“真正收藏
价值非常好的沉香一般都不会拿出
来拍卖的。因为沉香其实不缺销
路，沉香在业内已经流通得非常完
全，供求的匹配已经存在，不需要去
拍卖。”沉香的价格之所以如此高，
首先是因为沉香作为“香中之王”结
香的周期非常长，天然的沉香树要
十年甚至是数十年才能结香。而且
其香十分独特，在昂贵的法国香水
中，大多数离不开沉香，虽然数量很
少，但不可或缺，起着稳定香味的作
用。其次，近年来复兴了流传了千
年的香道文化，也对沉香的价格提
升提到了重要的作用。

相关专家表示，收藏沉香时，最
重要的是鉴别清楚沉香的产地和树
种。例如奇楠是沉香中的一种，是
极品沉香中的极品，它结于瑞香科
的白木香树。《四库全书》中记载，以
占城(今越南南部)所出产奇楠沉香
为最优。

“香中之王”沉香

成收藏界新宠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