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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的 一 次 机 遇 ，也 许 是 命 运 的 又

一 次 转折 ，到 了 知 天 命 之 年 ，却 有 幸 来 到
珠 江 畔 上 举 世 闻 名 的 大都 市——广 州 工

作 与 生 活 。

每 次 通 过 珠 江 大 桥 ，眼 望 着 那 如 镜

面 般 江 水 ，一 种 南 国 独 有 的 自 然 风 光 让
人 心 旷 神怡 ，再 望 望 江边 那 耸 入 云 端 的
高 楼 大 厦 ，穿 梭忙 碌 的 岸 上 行 人 ，顿 时 心
潮 起 伏 ，思绪 万 千 ！

一 九 七 八 年 ，一 个 不 平 凡 的 年 月 ，一

个 伟 人发 出 了 让整 个 世 界 都 感 到 震 惊 的

声 音 ，随 即 中 国 开 始 了 改 革 开 放 的 伟 大

历 史 进程 ！顿 时 珠 江 江 畔 涌 起 了 大 潮 ，广
州 人 率 先 举 起 了 改 革 开放 的 大 旗 ，勇 敢
地 向 贫 穷 开 战 ，到 处 是 发 展 经 济 的 繁 忙
景 象 ，很 快 生 活 发 生 了 巨 变 ，一 年 一 个
样 ，走 在 了 全 国 的 前 列 ，2007年 广 东 省 的
GDP已 与 台 湾 持平 。

然 而 ，我 的 耳边常常听到 这样 一 种 声
音 ：广 州 太乱 ，广 州 人都是经济虫 ！好 象这
里 只 认 金钱 ，而 没 有 了 人与 人 之 间 的 相互

理解 与 尊重 ，没 有 了 亲情 ，没 有 了 奉献 ！
然 而现 实 却 不 断在 改 变 我 的 认 识 。

去 年 一 个 秋 天 的 下 午 ，我 转 悠 来 到
一 个 农 村 小镇 ，在 一 个 很 狭 小 的 临 街 果
品 小 店 里 ，我 看 到 了 喜 欢 吃 的 柿 子 ，但 不
太 理 想 ，我 喜 欢 的 是 体大 色 鲜 ，有 熟 透 感
的 果 实 。但摆在 摊 位 上 的 多 是 色 泽 橘 黄 ，
半 硬 半 软 的 样 子 。于 是 我 冲 着 店 主 说 ：

“ 还 有 吗 ，能 不 能 让 我 挑挑？”“可 以啊。”

一 位 中 年 妇 女 用 夹 生 的 普 通 话 回 答 我 ，
随 即 转 身 端 出 一 个 纸 箱 ，她 撕 开 胶 带 打
开 箱 盖 ，让 我 尽 管 挑 ，但 我 想 要 的 那 种 还
是 很 少 。她看 我 挑 了 没 几 个 ，又 端 出 一 箱
来 ，打 开 让 我 再 挑拣 ，她 还 帮 我 选 。可 是
合 心 意 的 仍 是 不 多 ，于 是 脑 海 里 闪 现 了
想 买 又 不 想要 的 念 头 ，但觉 得 不 好 意 思 ，
对 不 起 店 主 一 番 热 情 与 周 到 的 服 务 ，于

是 ，我 问 了 一 句 ：“没 有 合 我 心 意 的 ，我 不 想买 了 ，行吗？”“行 ，没
什 么 ，欢迎 下次 再 来。”她 的 回 答 大 出 我 所 料 ，我 是 带 着 商 量 的 口
气 问 她 的 ，店 主 也 是 满脸 和 气 回 敬 的 。我 想 像 我 这般 购 物 举 动 ，
若 在 我 那 老家 ，至 少 少 不 了 遭 店 主 一 番 翻 白 眼 与 奚 落 ，重 则 推 出
门 外 。正如 大 家 所 说 的 ，上 一 次 街 生 一 次 气 ，兴 致 出 门 扫 兴 而 归 。
看 着 站在 眼 前 的 这 位普 普 通 通 的 店 主 ，我 感 动 了 ，于 是 买 了 两
斤 ，也 许夹 杂 着 我 对她 的 这 种 精 神 与 态 度 的 一 种 回 赠 ，但 店 主 不
会 想 那 么 多 ，她认 为 做买 卖 应 该 是这 样 。

又 有 一 件 事 ，2008年 春 节 的 前 夕 ，我 到 郊 区 一 个 印 刷 厂
联 系 《攀 登 》一 书 印 刷 事 宜 。一 进 村 ，只 见 村 里 的 男 女 老 少
都 高 高 兴 兴 地 聚 集 在 祠 堂 里 ，捧 着 香 拜 祖 先 ，然 后 坐 在 一 起
会 餐 ，满 头 银 发 的 老 人 们 一 个 个 笑 得 合 不 拢 嘴 ，小 孩 们 戏 耍
着 追 前 跑 后 ，人 们 在 一 起叙 论 着 往 事 ，鞭 炮 声 此 起 彼 伏 ，香
裱 烟 味 袅 袅 冲 天 ，整 个 村 子 充 满 了 一 片 和 谐 的 传 统 文 化氛 围 。
人 要 认 亲 ，人 要 感 恩 ！我 看 了 看 几 处 祠 堂 ，都 是 高 屋 大 院 ，
门 柱 漆 刷 一 新 ，在 村 里 最 大 最 宽 敞 最 好 的 建 筑 物 就 是 祠 堂 。
此 时 此 刻 使 我 想 起 了 我 那 遥 远 的 北 国 村 庄 ，所 谓 的 帝 王 州 ，
早 已 看 不 到 这 种 烧 香 拜 祖 的 传 统 文 化 氛 围 了 ，祠 堂 荡 然 无 存 ，
也 闻 不 到 那 沁 人 心 脾 的 气 息 了 ！

广 东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 与 繁 荣 ，是 市 场 经 营 理 念 与 传 统 优 秀
文 化相 互 结 合 相 互 补递 的 结 果 。优 秀 的 中 华 民族 传统 文 化在 这
里 像珠 江 之 水 一 样源远 流长 ！

生气的物业经理
□ 文/刘 宝 善

刚 刚 下 过 雨 ，地面 上 积 着 齐 脚面
深 的 水 。物 业公 司 曹 经理 正 在 检查 各

栋楼 门 前 有 乱 停乱放 的 机动车 、自 行

车 。因 为 上 星期 才 颁布 了 《住宅 区 机动
车 、自 行 车 管 理 条 例》，规 定 各 种 车 辆
一 律 停放在 住宅 区 大 门 外 的 收 费 停 车

场 ，车辆违 规进 入住宅 区 ，机动车 每辆
罚 款 300元 ，自 行

车 每 辆 罚 款 100

元 。遇 有违抗行为 ，
物业公 司 住宅 区 值

班室 立 即 报告地 区

综合 治理办公室 。

曹 经理从 东 至

西 检 查 到 25号 楼

一单元 ，一辆黄色 小轿车急驰而来 。曹
经理 当 即做 了 一 个停车 的 手 势 ，小 轿
车减缓 了速度 。然而 ，就在曹经理靠近
的 一 瞬 间 ，车 内 飞 出 一 塑 料 瓶 饮 料 ，
不 偏 不倚地打在曹 经理 的 脸 上 。小轿

车加 足马 力 向 刚 落成 的 28号 楼驶 去 。
再 看 曹 经 理 头 发 上 、眼 眶 上 、嘴 角 上 ，
全是流淌着 的 黄 色 果汁 。再往下 ，裤腿

上 溅 满 了 泥水 点 儿 。惊 魂 未 定 的 曹 经

理怒气冲 冲 地掏 出 电 话机 ，质 问 大 门
口 值班室 ，是谁放进 了 小轿车 。

“ 咋 回 事 ？今天 刚 刚 执行《住宅 区 机
动 车 、自 行 车 管 理 条 例 》就 玩 忽 职 守 ，
私 自 放进小轿车？”曹经理声 色 俱 厉 地
问道 。

“ 这 个……啊……”内 勤 小 朱 吞 吞

吐吐 。

“ 弄 明 白 ，谁家 的 小轿车 进 去 了 ，
罚 款 300元 。若遇违抗 ，直接 向 地区 综
合治理办公室 报警！”曹经理 又 补充 一
句 。

满脸挂 着 果 汁 ，裤 腿溅 满 泥水 点
儿 的 曹 经 理 气 喘 吁 吁 地 来 到 值 班 室 ，

欲 亲 自 处 罚 这辆违 规小 轿车 。正 当 他
欲 追 问 这 辆 小 轿 车 的 来 龙 去 脉 的 当

儿 ，从住宅 区 院里 驶 出 一 辆 黄 色 小轿

车 ，鸣 着 喇 叭 ，不 紧 不 慢 地 开 过 来 了 。

曹 经理提 高 嗓 门 ，对 小 朱 等 几 位 部下
说 ：“你们怕得 罪 人 ，睁一 只 眼 ，闭 一 只
眼 ，私 自 放进机动车 ，我 作 为 物 业 经

理 ，打铁 先要 本 身

硬 ，你们 看 看 我 是
如 何执 行 处 罚 规定

的 吧……”

曹 经 理 胸 有

成 竹 地 靠 近 黄 色

小 轿 车 ，还 没 张
口 ，见 坐 在 后 排 的

一 位 伸 出 头 来 ，不 紧 不 慢 地 点 了 几
下 ，曹 经 理 一 看 是 刚 从 主 管 局 调 来 的
财 务 总 监 ，曹 经 理 已 到 嘴 边 的 话 立 刻

咽 了 回 去 ，边 思 量 着 边 做 出 放 行 的 手

势 ，并 且 抬 高 了 嗓 门 ：“总 监 ，您——
慢——走——啊！”脚 下 被 一 块 香 蕉

皮 滑 了 个 趔趄 ，小 朱 等 几 人 赶 紧 搀 扶
住 他……

爱 如 陈年 老 窖
——写 在 H生 日 里

□ 文/伏萍

爱 的 记 忆 就 定 格在

初 次 相 遇 的 那 一 天

只 短 暂 一 瞥

心 已 注 定 要 为 爱 漂 泊

从 此 就 有 了 涨 潮 的 湖

喜也 流 泪 悲 也 流 泪
哭 笑之 间

只 道 出 爱 的 憔 悴 与 辛 苦

时 光拽 着 青春

走过 夏 季 走过秋 风

寒 冷 的 冬 天 走进 一 座 温 暖 的 小 屋

灯 光 下 是 那 悄 然 长 出 的 白 发

而 含 笑 的 摇 头 又 唤 回 多 少 甜 美 的 回 忆

端 着 热 气腾腾 的 饭 菜

看 着 银屏 上 的 人 生 百 态

没 有 火 辣辣 的 语 言

没 有 热 吻 和 拥 抱

只 一 个 眼神 就 能 表 达 出 内 心 的 希 望
每 一 个 动 作 都 已 饱 蘸 了 彼 此 的 牵 挂

返 璞 归 真超 脱 藩 篱 自 自 然 然 那 是 一 种 境界

回 头 看 时

容 貌 变 老 岁 月 沧 桑

而 几 十 年 不 变 的 是 责 任啊

把 爱 酿 成 一 坛 陈 年 老 窖

流 淌 在 心

醉我 不 醒

大阪一瞥　柳影　摄

采
菊
东
篱
下

□
文
＼
宋
步
明

“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 南 山 ”，这是
晋 代高士陶渊 明 《饮 酒》中 的 两句 ，每
读到 这里 ，就会遥想一 千 五 百七 十 多 年
前 ，有 一 位 热 爱 菊 花 的 诗 人 ，抛 却 浮
华 ，毅 然 辞 官 归 隐 ，眺 望 逶 迤 的 群 山 ，
倾情 于在 山 光水 色 群鸟啁啾 间 去面对大

自 然 中 那 些 盛 开 的 菊 花 ，每 想 到 这 里 ，
自 己 情 不 自 禁地感 到 神清气爽 ，似乎 也
体验到 了 那种 “人菊合一 ”的 境界 。

和谐 、超脱 、清 高 、孤傲 ，在傲霜
斗雪 的 过程 中 ，体验 到 生命 的 快 乐 ，永
远超脱于喧嚣 的 尘世 ，这或许就是菊花
的 基 本 形 象 和 品 质 ，她 盛 开 的 花 瓣 平
和 、雅洁 ，而在 它 的 内 心深处却 是如 此
地桀 骜 不驯 。另 一 位 古 代诗人梅 尧 臣 这

样深情地歌唱 菊花：“零落黄金蕊 ，虽
枯 不改香”。

菊花属 于秋天 ，它 的 背景总 是与 深遽 、冷峻 的 秋 的
天空联 系 在一起 ，在湛蓝 天空 的 映衬下 ，在秋天 苍凉 的
钟 声里 ，它 的 花瓣舒展 着 ，发 出 阵 阵 的 清香 ，或是在 秋
风 的 呼啸里 ，在树叶 的 凋 零里 ，顽强地展现着 它生命 的
力 量和 昂 扬 的 精神 。在 世俗生活 中 ，很 多坚持操守 的 人
总是 喜欢用 菊寄托 自 己 高 尚 的 追求 ，菊成 了 一 种精神 的
寄托 。

作 为 一个现代人 ，身 处在 闹 市 充斥于耳际 的 是流行
歌 曲 和纷杂 的 嘈 杂声 ，终 日 被琐屑 的 事 务缠绕 ，我 不 知
道还能 不能找到 采 菊东 篱 的 境界？不 知道还 能 不 能 有 悠

然见 南 山 的 心境 ，在城市街头 ，在深夜 的 酒吧 ，在某个
超市 的橱窗旁 ，或城市 园林 的 菊展 上 ，我们还会看 到 菊
的 身 影 ，它们作 为 人 工培植 的 品 种 ，或许都 有 一 个非常
高 雅 的 名 称，“醉 西 施”、“鹤 顶 红”、“杏 花 春 雨 ”、
“ 霓 裳 仙 子”……面 对 这 些 在 喧 闹 城 市 中 开 放 的 菊 花 ，
就会情 不 自 禁想这 些 菊花还是 采 菊东 篱 时 的 菊花吗 ，作
为现代人还能有那样超脱 、淡 泊 的 “采 菊东篱 ”的 心情

吗 ？在 熙 熙 攘攘 的 人群 中 和城 市 的 喧 闹 中 ，在 哪 里 还 能
保持 内 心 的 一份清静 ？

或许 ，只 要坚持心 中 的 理 想，“按心 灵 里 的 吩咐 ”
而生 活 ，心里就会永远 开放着那 些傲霜斗 雪 的 菊 ，那 些
蓬 蓬 勃 勃 的 菊 冲 天 而 放 ，卓 然 挺 立 ，简 直 就 是 热 爱 生
命 、渴 望 生活 的 精灵 。

今年将会在 什 么 时 候 看 见 秋 天 的 菊 呢 ？是 在 清 晨 的
阳 台 下 ？在 黄 昏 时那 条 寂 寞 的 小路 上 ？或 是在旅途 上 某 个

不 曾 相 识 的 小城 ？然 而 ，来 不 及细 想 ，风 清 骨峻 的 菊 已
在 眼 前 灿 烂 了 ！

明清时的 陕西状元
□ 文/薛 振 东

俗 语 说 ：江 南 举 子 江 北

将 ，陕 西 黄 土 埋 皇 上 。其 实

也 不 尽 然 ，明 清 两 代 ，陕 西

不 仅 在 嘉 庆 二 十 四 年 （公 元

1 819年 ）已 卯 科 出 了 武 状 元 秦 仲 奂 ，还 出
了 三 名 学 富 五 车 文 冠 天 下 的 文 科 状 元 。

吕柟（1479-1542年 ）又 名 吕 楠 ，字 仲
木 ，号 泾野 ，明陕西高 陵 人 ，正德三年 （公 元
1508年 ）戊辰 科状 元 ，授修撰等 职 。他 为 人
正 直 不 阿 ，为 宦 官刘瑾所忌 ，被贬 、下狱 。世

宗时 ，经御 史 卢焕 等 推荐 ，先后 任 国 子 监 祭
酒 、南 京 礼 部 司 郎 等 ，在 官 三 十 多 年 ，正 直
清廉 ，政绩卓越 。著述 甚 丰 ，有 《四 书 因 问》、

《春秋说志》、《泾野集 》等 。
康 海（1478—1540年 ）字 德 涵 ，号 对

山 ，明 陕 西 武 功 人 。弘 治 十 五 年 （公 元
1 502年 ）壬 戌 科 殿 试 状 元 ，任 翰 林 院 修 撰
等 ，与 正 德 时 期 文 学 家 李 梦 阳 、何 景 明 等

被 称 为 “前 七 子 ”，主 张 “文 必 秦 汉 ，诗 必
盛 唐 ”。著 有 杂 剧 《中 山 狼》、诗 文 集 《对 山
集 》等 。正 德 五 年 （公 元 1510）宦 官 刘 瑾
被 惩 处 ，他 因 名 列 瑾 党 而 被 免 官 。

王 杰 （1725—1805年 ）
字 伟 人 ，清陕 西 韩 城 人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公 元 1761
年 ）辛 巳 科 殿 试 名 列 第 三 ，

乾 隆 皇 帝 对 他 的 试 卷 很 赞 赏 ，又 觉 得 清
建 国 以 来 尚 无 一 名 陕 西 状 元 ，便 将 第 三
名 （探 花 ）的 王 杰 ，擢 为 第 一 ，成 为 清 代 陕
西 的 第 一 名 状 元 ，也 是 唯 一 一 名 。王 杰 原
任 内 阁 大 学 士 、刑 部 侍 郎 、军 机 大 臣 、东

阁 大 学 士 等 重 要 职 务 ，在 清 朝 的 中 枢 机
构 中 任 职 就 长 达 十 余 年 。为 官 清 正 廉 洁 ，
敢 于 直 言 ，大 奸 臣 和珅就 是 倒 在 他 的 脚

下 的 。

“ 清初黄花梨床”20年升值近万倍

“ 物以稀为 贵”，由 于 喜爱 古 典家具 的 人越来
越 多 ，而 古家具数量 又 有限 ，近年来 古家具 的价格
不断上 涨 。

“ 比较稀 有 的 黄花 梨 、小 叶 紫 檀 老家 具 ，因 为
稀 少 ，买家 买 到 后 都 不 愿 意 出 手 ，如 果 遇 到 了 ，即
使 是贵一 些 ，不 少 藏家都会马 上 出 手 的。”盛 世收

藏鉴藏 古 艺家具公 司 经理许世强说 。

许世强认 为 ，老家具收藏 ，一 是要学 会 鉴别 真
假 ；二 是稀缺老家具如 果 有缘遇 到 ，哪怕贵 一 些 也
要及时 出 手 ；三是酸枝 木家具 ，要了 解其不 同 年 代
的 市场行情 。

高 档 红 木 家 具

升值 空 间 逐 年

上升

古 代红 木

家具选 用 天然

珍 贵 红 木 ，传
统工 艺手 工 制成 ，符合现代人追求 自 然 、健康 的 生
活理念 ，而传统风格所带来 的 历 史想象空 间 和深
厚文化底蕴 ，更可凸 显主 人 的 人文 素养和个性 品

位 。由 于材质越来越稀 少 ，高档红 木家具 的收藏价
值和保 值 、升值空 间 也逐年 上 升 。具有 文 物价值 的

红 木家具往往能拍 出 天价 ，在深圳文博会上 ，展 出
了 一 张 明 末 清 初黄花 梨 架 子床 ，其估 价达 到 1800

万 元 。

稀 有 贵 木 家 具 即 使 是现 代 的 也 能拍 出 天 价 。

在 上 海 国 际顶级私人物 品 展 上 ，一套海 南黄花 梨
木仿明 清宫廷家具 也 曾 售 出 了 1200万 元 的 天价 。

这件明 末清初黄花梨架子床 ，由 其收藏者在 上 世

纪 80年 代 以 2000元 的 价格从 民 间 收 购 而 来 ，在

二十 多 年 的 时 间 里升值 了将近一 万倍 ！

据 介 绍 ，上 世纪 80年 代 红 木 家 具 每套 不 过
2000元至 3000元 ，最近 几年 几 乎 每年都上 涨 10
倍至 20倍 。这其 中 也 有炒作成分 ，最近新仿红 木
家具价格 有所 回 调 ，但老家具基本维持原价 ，成 交
则处 于胶 着状态 。许世强认 为 ，原 因 主要是 因 为 旧

家具本来就不 多 ，拥 有 的 人 不愿意降价出 手 ，而想
买 的 人 又在观望 。

时 代越 久 越 稀 少 越珍 贵

据翰江 古典家具公 司 董事长萧 勇 介绍 ，老家
具 的价值通常 由 艺术性 、工艺性 、年 代 、完整性 、木

质和稀有性等 决定 。有 人对 不 同 材质 的 古 旧 家 具

价格进行了 排队 ，按价格高低排为 黑 、黄 、红 、白 四
种 ，黑 即 小叶紫檀木 ，黄 即 黄花 梨 ，红 即红 木 （南 方
称酸枝木），白 即其他材 质 的 木材 。

也就是说 ，紫檀木家 具在 同 时 代 、同 品 种 的 家

具 中 卖价最高 ，其次 为 黄花梨家具 ，再次 为 红 木家
具 ，最后 则 为 其他材 质 的 家具 。前三种家具均为 硬
木家具 ，在 以前 是富 户 大室 才使 用 得起 的 家具 。后

一 种家 具 大 多 为 榉 木 、榆 木 、柏 木 、核桃木 等 其他

材质 制成 ，在普通 百姓家里常能看 到 。这 些年 来 ，
由 于硬 木家具逐年减少 ，因 此一 些做工精美 的 杂

木家具价格 也 随

之上 涨 。

明 清 家 具

中 ，一 些 体积较
大 、木 质 优 良 、工

美材巧 、雕 工 精

湛 的 家 具 品 种如 架 子床 、床 榻 、宝 座 、多 宝 格 等 都

能卖 到较高 的 价格 。许 世强 前 几年买 到 一 张 清 代

长案 ，当 时价格就超过 20万 元 。同 为 方桌 ，由 于年
代 不一样 ，其价格 也存在 着相 当 大 的 差 异 。

许 世强介绍 ，目 前在 广 东流通较 多 的 家 具 是
酸 枝八仙 桌 、条 案 、太 师椅 等 厅 堂家 具 ，这 类 厅堂
家具 的 价格高 出 其他 品 种 的家具 。

据 佛 山 裕 丰 家 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钟 作 乐 介

绍 ，新仿红木家具既有使 用 价值 也 有收藏价值 ，比
如海 南黄花梨 、印度小叶紫 檀等 木材 制 作 的 仿 古

家具 ，目 前 用 来使 用 的 家 具 ，将来还 由 于原 料越来
越 少 ，也会随 着 时 间越久而 不断升值 。　（李 春 先 ）

明 代 黄 花 梨 圈 椅

圆
明
园
老
照
片
首
次
回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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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 圆 明 园 谐 奇趣 园 的 照 片 首 次从 国 外 私 人 藏家 手 中 回

流 国 内 ，即将 以 5万 元 左右 的起拍价 由 海王村拍卖公 司 举锤 。
这 也 是 国 内 首次拍卖 十 九 世纪老照 片 专场 。有关人士告诉

记 者 ，目 前 国 内 照 片 收 藏市场 一 路看 涨 ，不 少 国 外私 人收 藏 老

照 片 回流 国 内 趋 势明显 。

目 前 正在 中 国 书 店预 展 的 这批海 外 回 流老照 片 ，是拍摄 于
十 九 世纪晚期 至二十 世纪初期 的 原版照 片 ，大 多 出 于 当 时 著名
摄 影家之手 ，如 英 国旅华摄影师约翰 ·汤姆森 、威廉 ·桑德斯 、托
马斯 ·查尔德等 ，内 容 多 为旧 京风景人物 。

此次拍卖 的 作 品 中 有 2幅圆 明 园 谐 奇趣 园 的 照 片 ，全方位
表现 了 当 时谐 奇趣园遭 英 法联军 焚毁后 尚 存 的 建筑风貌 。此幅

照 片 为 首次发现 ，具有 重要 的 史料价值 。　（傅 洋 ）

皇 家饰 物 有 望 拍 出 千 万 英 镑
一 颗稀 有 蓝 色 钻 石 定 于 下 月 拍

卖 ，有 望拍得 1000万 英 镑（约合 1600
万美 元）天价 。

英 国 《星 期 日 电 讯 报》2日 报 道 ，
这颗蓝 色 钻石名 为 维特尔斯巴 赫 ，重
35.56克拉 。

这颗 钻 石 是 西 班 牙 菲 利 普 国 王

四 世送给女儿马格丽塔 ·特雷莎 的 嫁

妆 。当 年 只 有 13岁 的 特雷 莎公主嫁

给 后 来 成 为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皇 帝 的 利

奥波德一 世 。
维 特 尔斯 巴 赫 据 说 出 自 印 度 钻

矿 ，后 成 为 皇冠 饰物 ，自 1931年起成
为 私人藏品 。

克里斯蒂拍卖 行发 言 人说 ，以前
拍 卖 的 有 色 钻 石 “没 有 一 例 ”能 与 维

特 尔斯 巴 赫 媲 美 ，“蓝 色 钻 石 本 来 就

并 不 多 见 ，拍 卖这 么 大 、质 量这 么 高 、
形状这么好看 、经历 这么传奇 的 一 颗

蓝钻确实 非 同 寻常”。
维 特 尔 斯 巴 赫 定 于 下 月 10日

由 克 里 斯 蒂 拍 卖 行 在 伦 敦 拍 卖 。英

国 珠 宝 业 专 家 估 计 ，它 可 能 拍 得
1 000万 英 镑 。

熊 市哪些藏品 最抗跌

专 家 看 好 三 样 避 险 藏 品

中 国 当 代艺术作品泡沫的

破灭、邮币卡市场的持续走冷以

及各场拍卖会的惨淡成交情况 ，
使得众多藏家“心惊胆战”。熊市
的征兆似乎 已然出现 ，那么在可

能到来的漫漫熊市之中 ，哪些种
类 的藏品将具有抗跌性质 ，值得
藏家收藏投资呢？

清代瓷器受到藏家追捧

赵德均 （瓷 器 专 家 ，资 深 藏
家）：这 次 的 全球 金 融 危 机 ，实
际上对瓷器 市场 中 “开 门 货 ”

的价格并 没 有太 大 影响 。一 些

品 质 高 、成 色 好 、来 历 清 楚 的

瓷器还 是 “一 器难 求”，仍 然 受
到 藏家 的 追捧 。但 由 于金融危

机给许 多 企业带来 了 影 响 ，有
一 些 涉 足 收 藏 的 企 业 家 会 在

此时选 择出 手藏品换取 资金 ，
而 其 中 清 代 的 瓷 器 则 是 最 受

市场认可 的 。

清代 瓷器之所 以好 出 手 ，
是因 为其年代相比于唐 、宋 、元

来说较晚 ，许多人都有机会见
到各种粉彩 、斗彩等瓷器 的珍

品真品 ，因此藏家较容易 入门 。
“ 摸得 着 ，看得见 ”的 特 质 使得
藏家碰到清代瓷器赝 品 的 几率

大大降低 ，同时清代瓷器 多数

色彩艳丽 、制作精美 ，很符合现
代人的审美观。

本地 中 国 书 画行情看好

方临 （四 川 美 术 家 画 廊 总
经 理）：其实 ，在房地产 、股市 、艺
术品等各种投资手段中 ，最不

容易变现的就是艺术品 。因此 ，
艺术 品并 不适 宜短期炒作 ，而
只适宜长线投资 。当 然 ，投资眼
光独到的人投资书画市场也是

获利颇丰 。

不过前几年 ，一些 当代艺术

作品 的价格被一些艺术机构做

得很高 ，导致了市场上泡沫泛
滥。如一个从川美刚刚毕业的学

生 ，以往他们的作品两三千元就
可以买到 ，但是近几年却被一些
机构包买 ，价格炒到了几万甚至

几十万。而任何有投资价值的艺

术品都必须经过时间 的考验 ，都
应该拥有相应的艺术价值和美

术史评价。

周春芽和张晓刚等人的 油

画作 品都进入 了 国 际市场 ，这
几年来都炒到了千万元级的价

格。相比于他们来说 ，四 川省本
地的名家中 国书画作品大多都

是在四川省内流动 ，这些作品
都是一些老的画家逐渐积累 而

来的 。就像赵蕴玉 、岑学恭等本

地画家的作品 ，艺术水平比较
高 ，但并没有真正进入暴涨暴

跌的大行情中 。
银元走红钱币收藏市场

黄春明 （资 深钱 币 、青铜 器
藏 家）：前段时间 ，我去了趟在上
海举办的首届钱币博览会 ，在和
当 地的藏友进行交流的 同 时也

观察了一下 目 前市场行情。我发

现钱币 品种的普遍价格并没有

大幅下滑 ，但是成交量的确下降
了。在各个品种之中 ，民国时期
的银元成交量依然比较大 ，在市
场上周转的速度很快。

民国时期 的银元和建国后

发行的金银币相比 ，纯度比较

低 ，但它 的 收藏价值体现在存

世 量 稀 少 和 历 史 文 化 价 值 之

上 。相 比于一 些 “炒货”，它受
市场波动 的 影响并 不 是很大 。

在近 几年 的 市场上 ，民 国 银元
也 是 以 每 年 30%～40%的 价格

上 涨 。　（成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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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近 日

了 解 到 ，金 银 币
板 块 多 数 品 种

近 期 价 格 有 所

回 落 ，币 市 维 持

整理格局 。但受

年 底 礼 品 提振 ，
牛 年 银 条 成 交

依 旧 活 跃 ，价格
小幅 回 升 。

业 内 人 士

预 计 ，由 于 买 盘
减 少 和 市 场 资

金 匮 乏 的 影 响 ，
新 品 价 格 可 能

会 有 进 一 步 的

下 调 ，投 资 者 应
以观望 为 主 。

上 周 五 以

来 ，生 肖 牛 年 银
条 受 到 礼 品 买

盘 的 追捧 ，目 前
200克和 500克

的 分 别 达 1280

元 和 3200元 ，
而 1公 斤 的 规

格 则 下 跌 到

6400元 ，盘 中 买
盘踊跃 。最受欢

迎 的 依 然 是 小 规 格 的 50

克 和 100克 两 个 品 种 ，最
新 的 市场价分别 是 320元

和 640元 ，成交量放大 。
此前一度走 势强劲 的

“ 神 七 金 银 币 ”也 从 高 位

4500元 跌 至 目 前 3700元

附近。《残奥会金银 币 》在
2450元 之 间 有 少 量 的 成

交 。另 外 ，2008年 熊 猫金

银 币 受 到 金 价 大 幅 下 挫

的 影 响 ，价 格 也 出 现 回
落。2008年 1盎 司 金 猫 有

百 元 左 右 的 跌 幅 ，在 5300
元 左 右 成 交 较 为 集 中 ，其
他 规 格 的 金 猫 价 格 波 动

不 大 。　（崔 群 ）

藏友轶事
我 退休 以后 ，就进 入 了 收藏 圈 。在 淘

宝 中 结识 了 藏友 小雷和 老牛 ，小雷年 轻 ，
能说会道 ，乐于助人 。老牛四 十 开外 ，不 善
言 谈 ，忠厚诚实 ，人称老实疙瘩 。

听人说 ，一 藏友给 儿 子结婚 用 钱 ，想
处理一批藏 品 。一 天 ，我和小雷 、老牛一起
前 往看货 。一件晚清时期 的 青花瓷瓶被我
相 中 了 ，只 是卖 家 开价 4000元 ，我 觉得 有
点贵 ，不 愿接受 ，正在 犹豫之 际 ，小雷在 我
的 旁边耳语 ：“王师傅 ，太贵 了 ，别 买 。我家
有 个瓶子和这个一模 一 样 ，若 你 喜欢 ，让

给 你 算 了。”随

后 ，我 和 小 雷 来
到他家 。在客厅

的 桌 子 上 ，果 然
摆 放 着 一 件 青

花瓷瓶 。与 刚 看过 的 那件瓶子 ，从器 型 、大
小 、到青花纹饰 、发 色 等 几乎 完全一 致 。小

雷说 1500元买 来 的 ，让我 给 个原价 。我
说 ：“那怎 么 行呢？瓶子 不 是 你造 的 ，买下
人家 的 。跑路不说 ，还要耽误时 间 呢。”我
顺手给 了 1600元 ，把瓶子 抱 回 了 家 。事

后 ，听 他 姐 姐
说 ，小雷买 来这
个瓶子 ，只 花 了
800元 。

隔 了 两天 ，

我 的 手 机 响 了 ，原 来 是 老 牛 从 外 地 打 来
的 。他说 ，那天看 你没有买下那个瓷瓶 ，我
在湖 南醴陵 出 差 ，在 古 玩 市 场给 你买 下 了
一 个捎 回 来 。这里 的 瓷器较 多 ，价钱便宜 ，
人家 才要 2000元 。因 是长途 ，在 电话里我
向 他 表 示谢意 。老牛 出 差 回 来 的 第 二 天 ，

就给我送 来了瓶子 。东 西我很满意 。给 了

他 2000元 ，可他死活 不收 ，并给 我抽 出 了
8 张 100元 。我 莫名其妙 。他说 ：“我帮你把

价砍到 1200元 ，你给那么 多 钱干啥。”我
十 分激动 ：“够便宜 的 了 ，你再 拿 200元 ，
喝 点水 ，抽点烟 也 是应该 的。”可老牛板起
了 面 孔说 ：“谁 让 你 我 是 藏 友 呢 ，说 是 捎
的 ，就是捎 的……”

望 着桌子 上 的 800元 钞票 ，我 在 想 ，
这 虽 然 是一件微不 足道 的 小事 ，但说 明 了
藏友 间 知面难知心啊 ！　（王 福 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