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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属于张贴艺术品

近年来，老年画重新升温，以其
浓郁的装饰性和观赏性，成为收藏
者的热门藏品。加上年画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收藏意义更是不可小觑。传统的
年画创作表现手法为木刻版，所以
又称木版年画，较为著名的年画产
地有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
花坞、福建漳州、广东佛山等地。

由于年画是张贴的艺术品，人
们买回以后，绝大部分都贴在墙上
了，揭下旧的贴上新的，很少有完整
保存下来的。上世纪 80年代后期
数量已经很少，除了人们购买张贴
消费掉的大部分外，书店库存的剩
余年画，多数也被当作废品处理掉
了。因此，现在收藏年画难度很大。

年画是年文化的活化石

年画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
史。早在汉代，就有贴门神习俗，人
们把传说中的门神贴在门上，以示
驱邪避灾，这是年画的前身。及至
两宋被称为“纸画”，其题材也扩大
到表现美好生活、吉祥欢乐及历史
人物题材。北宋的汴梁、
南宋的

临安均有纸马店出售年画。
进入明代，民间又将年画称作

“画贴”，清代道光年间始被定
名为“年画”。明清时期，年画
在制作水平上有了极大的发

展。明代早期的年画是由木版印
出墨线，再由人工赋色完成。明代
晚期雕板套色印刷技术有了突破性
的进展，出现了多色套印的精美年
画。

到19世纪末，传统的木刻年画
逐渐被现代印刷年画所替代。20
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年画在文革
中被斥为旧风俗的代表而遭到毁灭
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并逐渐退
出城市市场。年画作为中国年文化
的代表，寄托着老百姓的美好愿
望。民间年画所表现出的生活、感
情和情趣，是乐观的、向上的、充满
信心的。正是因为年画中有这样的
文化含义，那些既有文物性、装饰
性，又有传统艺术感的年画作品，自
然会进入收藏投资领域，成为又一
民间艺术精品。

国外视其为“年”的图腾

目前中国年画收藏“墙内开花
墙外香”，传统的木版年画因其颇高
的收藏和欣赏价值而成为国外收藏
界的新宠。早在17世纪，国外藏家
对中国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称其
为“年”的图腾。清代晚期以后，大
量外国人来到中国，年画成了他们
猎奇收藏的一项重要内容。如版画
之乡的荷兰图书馆、德国莱比锡图
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就
专门收藏中国年

画。俄罗斯的博物馆所藏年画甚至
达到6000多张，远远超过中国的收
藏量。

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人对年
画收藏认识不足。随着年画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退出，老年画收藏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年画价格节节攀升

近年来，艺术品拍卖的火爆带
动了许多边缘收藏品，老年画也在
其中。老年画是一块新兴的投资领
域，每年价格涨幅达到 20%以上。
一些具备特殊时代背景的宣传年
画，价格上升幅度更快。

木版年画在京沪拍场经常出
现，每张价位 500元~3000元不等。
在拍卖记录中，金梅生、李慕白等老
前辈的作品，每一张都要 3万元左
右；成册的木版年画，折合成每一张
画计算，最高价值可达到5000元。

除了传统题材的年画之外，民
国时期的月份牌年画以及新中国的
年画也都曾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
价。至于新中国年画的原稿，由于
都出自名家之手，现已成为被众人
热捧的一族。

收藏年画要谨防假冒

近年来，随着老年画不断升值，
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赝品。有不法
商人用便捷的高科技手段制作所谓
的老年画。鉴别这种“新画假做”的
方法非常简单，用手指在年画边
框 处 轻 轻 揉

搓，如果是
老年画，当
时的印刷技
术比较落后、
色彩的附着
度有限，就会
出现比较明显
的脱色现象；反
而是用激光、喷
墨打印机做出的
年画赝品很难出
现脱色现象。同
时，老木版年画是传
统手工工艺，均用天
然矿物颜料或植物颜
料制成，因此印出的色
泽自然厚重，而仿印新
品是用平面油墨印刷，
颜色过于鲜亮。其次，因
为上色技术有限且年代
久远，老年画的线条尤其
是边框处的线条都不可能
太过匀称，而新做的所谓老
年画则一般都条纹清晰匀
称。另外，老年画一般都用手
工宣纸印刷，相比机制宣纸比
较容易识别。有关专家表示，
老年画存放的保护方法基本和
其他书画类的藏品相同，主要从
防虫蛀、防强光照射、防尘土空气
污染以及控制适中的温度和湿度
等几方面注意保护。

年画收藏焕发新生
价格节节攀升

张 贴
年画曾是春节到
来前一项重要的应景
活动，而在现代化浪潮
的冲击下，年画日渐式微，
许多地方已没有张贴年画
的习俗了。近年来，许多人
以为年画已经被时代抛弃了、
绝迹了，其实他们不知道，收
藏市场上的年画生意格外红
火。如今，年画已从民俗用品
逐渐升级为收藏品，其工艺
价值非但得到了国内外藏
界的认可，而且高水准的
年 画 还 进 军 艺 术 品 领
域，其价格甚至能与
书画作品一较高
下。

市场▶▷
生肖币仍是“龙头老大”

2014年金银币市场的领头羊依
旧是“生肖币”。在题材上占了很大
优势的生肖金银币，一直都是金银币
板块里面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

而对于新品羊年金银币来说，面
市价格波动不大，一直保持稳中有升
的总体趋势。据了解，与马年金银币
相仿的是，羊年金银币当中最受追捧
的仍是彩色金银币和本色金银币。
目前，其最新市场价格分别为 4000
元和 3400元，因发行时间较短，这 2
个规格的金银币的价格虽然比起发
行价有所上涨，但幅度并不是很大，
涨幅分别在14.29%和9.68%左右。

亮点▶▷
熊猫“初打币”概念引关注

于去年年底发行的 2015版中国
熊猫金银“初打币”是金银币市场上
除了生肖币之外的又一大亮点。作
为中国金币总公司官方首次提出的
新概念，“初打币”面市初期便受到了
市场的热捧，一套的价格也比普通金
币高出三四千元。

据介绍，这套金银币因为“初打

币”概念一面市便受到爆炒，发行初
期价格平均每天上涨超过 1000 元。
截至 2014年底，熊猫“初打币”金套
猫(5枚一套)小盒(每一枚独立包装)
的价格已涨至18600元，最高一度达
到20000元，银猫(1枚)的市场价格则
在600元左右，而金套猫发行初期价
格仅仅在16000元上下，期货价最低
甚至跌到15700元。

数据显示，面市短短几个月时间
里，金套猫的价格涨幅 16.25%；银猫
比起发行初期的 350 元，涨幅高达
71.43%。

值得注意的是，据业内人士介
绍，普制熊猫金银币作为基础金银
币，相比其他金银币来说，更容易受
与国际金银价格变动的影响，而
2014 年正是国际金价猛跌的一年，
走势持续低迷，所以 2015 版中国熊
猫金银“初打币”面市以来虽然价格
有所上涨，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直
至 2014 年年底，其价格上涨尚未到
头，仍具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建议▶▷
宜先观望再决断

据专家介绍，除了上述两个比较
大的板块，佛教题材的新品峨眉山金

银币和世界文化遗产系列杭州西湖
金银币也算几大亮点。峨眉山金银
币因发行量缩减，市场价格一度走
高；杭州西湖金银币上市三周涨
幅达 60%，二者于 2014年的表现
均被看好，业内人士预计其后期
价格仍会有所上升，但总体以
平稳为主。

而其他金银纪念币板块
则乏善可陈。据专家分析，主
要原因在于：2014年里，金银
币板块当中除了一些顶级
的老精稀品种市场价格一
直保持坚挺、抗跌性强之
外，大部分发行量大、受众
面广的金银币品种市场
成交量均大幅减少，虽
然目前底部运行特征
明显，市场也有回暖迹
象，但愿意买入的藏
家依然属于少数。从
2014 年一整年的行
情来看，有入市打算
的藏家目前不妨还
是先观望，看清国
际金银价格的走
势再作出判断，
理智收藏。

生肖币仍是“龙头老大”

熊猫“初打币”异军突起

2月4日正式迎来立春节
气，中国邮政当天发行《二十
四节气(一)》特种邮票一套6
枚，内容分别为立春、雨
水、惊蛰、春分、清明、谷
雨，全套邮票价值 7.2
元。为进一步体现邮票
发行贴近百姓生活，兰
州邮政携手万达百货，
在万达百货正门中厅
举办《二十四节气邮
票首发仪式暨生肖
文化周》活动，并于
11时58分为《二十
四节气》邮票揭
幕。

作 为 国 家
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入选内容，农历二十
四节气将天文、农事、物候和
民俗完美结合，科学地揭示了
天文气象变化的规律，还较准
确反映了季节的变化并用于
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
户的衣食住行。

《二十四节气》全套 24枚
邮票将依照四季的概念，分四
组发行，发行时间分别定于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
2019年。在 2019年完成整套
邮票发行的同时，将安排发行
小全张 1 枚。有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特殊品种，全套邮票整体造型
将进行创新，组成一个圆形，
寓意“地球公转、自转”。

二十四节气特种邮票首发
收藏爱好者可入手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一些不法
分子将行骗目标瞄准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
人贪财心态和对收藏品缺乏了解，使用“钓鱼
手法”设计各种收藏骗局，让老人防不胜防。

一是骗局精心设计。不法分子针对老
年人的特点，设计出花样繁多的收藏骗局，
骗取他们的“保命钱”。二是不少老人抱
着“投机”的心态，幻想一夜暴富，本身缺
乏专业知识。三是老年人从众心态严
重，听别人说买收藏品为了能增值，便
盲目跟风购买收藏品。

作为老年人，要对收藏品有正确
的认识。鉴别收藏品的价值是一门
很高深的学问，需要扎实的专业知
识。同时提高自身辨别能力及警
惕度，不迷信商家的夸大宣传，不
盲目跟风购买收藏品。若有收藏
的需要，最好选择一些有资质、
有口碑的收藏公司。购买收藏
品时，要索取相关凭证，为日后
维权留下证据。

老人要警惕收藏骗局

■红木工

清中期以后才大量使用红
木，不少红木老木器上出现的
雕工横竖线条往往不够直，粗细
略显不匀，圆线不够圆顺，底子
不太平整，轮廓有走神的，该凸的
没凸够，该凹的没到位。大家称
这种雕工为“红木工”。

■紫檀工(乾隆工)

乾隆朝从上到下全社会对追
求至工至美的心劲儿极高，社会审
美评价体系彻底更新，要求一丝不
苟。紫檀工(多表现在紫檀木上)一

改以往所有细精方面的不足，使人
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挑不出一点
刀法、造型上的差错与不足，令人
不禁怀疑那不是手工所为，是用模
具铸造出来的。紫檀工是极为精
湛的工艺而非艺术，因为它以严苛
的规范操作使工匠在雕刻过程中
不出任何差错，使雕刻作品达到相
当完美的境界。

■黄花梨工

清早期以前的黄花梨木器上
的雕工精细程度与红木工相似，但
黄花梨工显得生动活泼有灵气。
有人说黄花梨工是工匠不在木头
上边打图样直接下刀雕刻，但紫檀
工必须打样，不然的话，器物上的
造型不会如此对称且不走样。通
过对比才感悟到紫檀工的装饰意
义大，黄花梨工则是装饰加广阔的
意境。这可以提醒我们在观赏雕
工时除了看刀法是否细腻之外，还
看我们能否有所联想，是否还能有
除工细之外其它的情感反映，例
如：活泼、生机、枯寒、热烈、朴拙
等。 （本报综合）

如何辨识
红木家具雕刻工艺优劣

如果及早从纵深方向了解雕刻

工艺，就会少走弯路，并能从各种雕

刻风格水平的对比中评价你要买的

家具。

底子(浮雕的底平面)清得干净。

造型轮廓清晰、流畅，根脚干净。

这是指造型与底子接壤处不拖

泥带水，干净利落。大致来讲，主要

用红木工、紫檀工(乾隆工)、黄花梨

工来评价一件产品的雕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