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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收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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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经历中，没有比买到假货更令人沮丧的事了。
而笔者却听过一个与假货相关的温馨故事，至今记忆深
刻，久久不能忘怀。

傅冉是土生土长的义乌人，受母亲影响，对翡翠情有
独钟。2008年，她刚参加工作，一次去外地出差，在当地收
藏品市场闲逛时，偶遇一款紫罗兰翡翠老寿星手把件。把件
中的老仙翁手持拐杖，天庭饱满，笑目含春，长须飘飘。浓郁
的紫色更是将老寿星衬托得出尘脱俗。傅冉看了又看，摸了
又摸，爱不释手。在她看来，这个物件非常适合送给将近耄
耋之年的外公，正好再过两天就是外公的生日了。

于是，傅冉便与摊主展开了一番价格拉锯战，从刚开
始的8000元一直讲到了4500元，这在当时可是她一个多
月的工资呢！付款之前，傅冉没有任何犹疑，还特地取了
钱。在外公生日当天，她将自己淘到的“宝贝”恭恭敬敬地
奉上。外公自是喜欢极了，不停地拿在手中摩挲。家里人
都好奇外公得了个什么宝贝，纷纷围拢一观。

傅冉的舅舅，也是个爱翠之人，此前通过各种渠道收
藏了不少珍品。他盯着外公手中的“宝贝”良久，幽幽地冒
出了一句：“这颜色不对吧，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紫色？”傅
冉当时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心里打起了鼓，懊丧地说：

“万一真的碰上假货怎么办？离那么远，售后又没保障！”正当
她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外公替她解了围，“这个礼物我很喜
欢，别的不多说了。”见老人家发了话，大家便不再多言。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老寿星手把件开始褪色，浓郁
的紫色渐渐变成了淡紫色。可外公还是时常拿出来把玩
一番。一次，傅冉去探望外公，见这个自己淘来的“宝贝”
已经面目全非，不禁又尴尬又伤心。可外公却坚持说自己
很喜欢，让傅冉不要多想。

一晃多年，傅冉已为人母，外公也已到鲐背之年。春
节去外公家吃饭时，傅冉进里屋搬凳子，目光一扫，那件
带着淡淡紫色的老寿星手把件正静静地躺在床头柜的手
绢上。傅冉向笔者讲述这件往事时，眼里亮晶晶的，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闪。 渔歌

假物真情

▢ 王月 文/摄

“蜡花染袖,彩帕缠腰”，世人常以此夸赞苗族服饰足
与天上的彩云媲美。当代学者余秋雨在考察贵州苗寨时，
也曾赞美苗族服饰：“用美丽回答一切。”义乌姑娘沙漠对
苗族服饰也是情有独钟，收藏了不少古法苗裙及苗绣织
带，平常不仅穿上苗裙出门旅行，更是将苗绣织带融入自
己的服装设计中。

2019年4月，沙漠在朋友的介绍下前往黔东南旅行，
接触了不少水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而苗
裙和苗绣织带因雍容华贵、工艺精湛、造型独特吸引了沙
漠的注意力。作为一名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文艺青年，沙
漠第一时间便买下数条长百褶裙以作收藏。

在她身上，笔者看到了一条双面百褶长裙，内层、外
层都为手织棉布所制，内层靛染成浅蓝色，外层则为紫黑
色，内外均以点连成线条来构图。这条棉布裙由内外两层
拼接而成，因此分量不轻。“这一条百褶裙，正反的花纹都
是不一样的，连褶子也是用大石头压出来的，褶子间距都
不尽相同。”沙漠拎起裙摆的一角向笔者介绍，这条裙子
是用正宗的老苗族织布、扎染以及压褶方式制作而成，连
纹样也是最有苗族特点的“苗花”。

“你若是问苗族姑娘会不会画画？她们一般不会回答
‘会’，可你若是问会不会染布？那她们提笔就能画出绝美
的花纹来。”沙漠说，描绘花纹成了苗族人融进血液中的
天赋，只消一刻钟，她们便能设计出既古朴又特殊的花纹
来。“苗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原貌，它的形态、
功能、结构、符号既象征了民族意义又体现出民族文化的
一种精神，被誉为苗族人民的一部‘无字的史书’。”沙漠
回忆，进入村寨后，她与原住民交流颇多，通过交谈后发
现，苗裙样式之复杂令人震惊，不同的苗族分支在服饰上
的印染与刺绣也有区别，甚至是隔村、隔山就有不同，与

“义乌十八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苗家人的文化历
史传承都是靠口口相传，所以着装上不同的刺绣图案又
有着不同的象征含意，是苗族人判别主人身份的依据。

尽管苗裙艳丽夺目、魅力非凡，但由于做工复杂、回
报率低，大多数苗家人都已不再制作。因此苗裙和苗绣正
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且大多数苗裙与苗绣作品都被日
本、法国等国外收藏家私藏，国内藏家甚少涉及，因此国
内现存的古苗裙已为数不多。了解到这一现状，沙漠更坚
定了自己的收藏信念，为留住这一渊源已久、极富特色的
传统服饰尽绵薄之力。

▢ 傅根洪 文/摄

收藏如饮酒，很容易让人迷醉其中。王瑞真先生，上世纪60年代生人，约30年前偶然遇到了一本精彩的
民国连环画，从此爱上收藏“小人书”，三十载乐此不疲。

最早开始购买连环画，王瑞真
主要拿来阅读。那是上世纪90年代
初，他在金华开了一家书店，出售、
出租那时火热的武打小说、言情小
说等。空闲时，他喜欢逛古玩市场。
当年金华玩连环画的人不多，一般
的连环画五角钱一本就够了。不知
不觉中，王瑞真拥有了不少。

一天早上，他又去古玩市场闲

逛，发现了一本1914年出版的彩色连
环画《圣迹图》，内容是介绍孔子生平
事迹的。翻看之下，王瑞真为它精美的
图画、讲究的印制所深深吸引。一问，
对方要价 100 元，而他当时口袋里总
共只有 60 元钱。一直等到中午，并没
有其他买主下手，而王瑞真却一直在
一旁等候，摊主感动于他的诚心，就以
60元的价钱将书割爱了。

此前王瑞真并不知道民国就已有
如此精彩的连环画，《圣迹图》改变了他
对“小人书”的惯常看法。由于他也购买
过一些古籍，古籍收藏中，一般而言是出
版时间越早越好。王瑞真将购买古籍的
经验，直接“克隆”到了连环画收藏中，他
决定，要系统地了解一下连环画的发展
创作史，而自己着力收藏的，应该是“早
期”的连环画、“珍稀”的连环画。

《圣迹图》引领走上“精品之路”

王瑞真的部分藏品

有了目标，不见得就有收获。限
于经济基础、交流圈子，开始几年王
瑞真并未能收到多少东西。直到
2005年回义经商办厂后，家庭经济
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这让他寻访起
藏品来更有底气了。

此前，王瑞真在《新民晚报》上
看到过一则报道《连环画走上拍卖
台》，报道选用了一张插图，文字说
明为：晚清时石印本连环画《杨家将
全图》。由此，王瑞真就一直想收藏
几本晚清石印本连环画。

经商之后，王瑞真有了圆梦的
基础。他来到杭州古玩市场，碰到了
几本心仪已久的晚清版连环画，马
上心满意足地拿下。不过，他从著名

学者阿英编著的《中国连环图画史话》
中获悉，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文
益书局出版的石印本《三国志全图》
（共6册，朱芝轩绘画），是我国现代意
义上的第一部连环画。拥有一套光绪
石印本《三国志全图》，又成了王瑞真
的一个念想。

经过一番苦寻，王瑞真却只找到
几册散本。之后，他遇到一个机会，拥
有了一套民国时重印的《三国志全
图》，算是退而求其次。有时，世上的事
就是这么巧。拥有民国版《三国志全
图》不久，王瑞真在逛义乌古玩市场
时，遇到一个外地人正在兜售《三国志
全图》，他拿起书一翻，竟然是光绪二
十五年出版的，且一册不缺。看来卖家

对这部书的稀缺性了解不深，最后王
瑞真以一个比较实惠的价位顺利入手
了。有意思的是，七八年后，王瑞真与
卖家又在义乌古玩市场相遇，对方想
用比当年卖价高几十倍的价钱求回
去。王瑞真婉拒了。

《三国志全图》是王瑞真的心头
好。2016年，央视“寻宝·走进义乌”栏
目海选藏品时，王瑞真捧着《三国志全
图》前往，顺利入选，得到了专家的肯
定。王瑞真介绍，从他目前掌握的信息
来看，光绪二十五年版全套《三国志全
图》在私人藏家手里的，在国内是孤
例。“好几位国内有名的连环画收藏家
拜访我，主要就是来看看这套《三国志
全图》。”

国内孤本光绪版《三国志全图》

当然，市场上能够见到的连环
画，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出版的。对于这个时期的连环画，王
瑞真仍然以“早期”“精品”的要求去
收藏。

此时在记者面前打开的一盒子
连环画，就是上世纪50年代左右的
精品之作。每一本都有一个故事，每
一本都是一段历史，在王瑞真的叙
述下，这些古香古色的小书，似乎鲜
活生动了起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反映的
是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经历；《翻身第
一年》，表现浙江萧山军民团结一
心，共建新中国的火热场景；《普天
同庆》，描绘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
中国成立当天，首都人民欢庆游行、
载歌载舞的幸福时光……

“这本《不朽的战士》，堪称是新
中国的第一本连环画，因为它正好
是1949年10月出版的。”

见记者将信将疑，王瑞真详细介
绍起来。《不朽的战士》由著名版画家
林军创作于 1948 年，反映了晋绥军
区战斗英雄何大庆的光荣事迹。作
品一经完成，就得到军区首长的重
视，马上在《晋绥日报》上连载，产生
了巨大影响。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
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不朽
的战士》作为唯一一部连环画作品，
以橱窗陈列的方式供与会代表欣
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同年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
部战斗剧社率先出版发行了这本木
刻版连环画，遂成了新中国的第一部
连环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瑞真谦称
自己文化不高，不过他有关连环画研
究的文字，却频频见诸报端。比如关于

《不朽的战士》，他就写了《新中国连环
画的开山之作》一文，2019年10月发

表于《藏书报》，并列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藏品记忆”系列报道之中。

如今，王瑞真是浙江省收藏家协
会古籍连环画委员会副主任、义乌市
收藏家协会理事，他不再将连环画收
藏当作纯个人兴趣，而是想方设法为
宣扬推广连环画文化贡献力量。

2015年，王瑞真参加由金华市委
宣传部等部门举办的“欢乐金华”百姓
收藏家评选活动，获得了“百姓收藏
家”称号，其连环画藏品也被金华市博
物馆入选参展。2017 年，王瑞真建了
一个“连环画收藏与保护研讨会”群，
里面汇集了全国众多连环画收藏家、
研究学者，群里经常开展连藏知识讲
座，交流探讨各类有关连环画保护发
扬的问题。

2016 年、2018 年，在王瑞真与其
他几位资深连友的牵头下，全国连环
画交流会顺利在义乌举行，成了连环
画收藏爱好者的盛会。

从收藏迈向研究与推广

记者相约来到福田街道洛界村王瑞真家，
他马上兴味盎然地端出《金瓶梅全图》连环画
介绍了起来。这套书，他是几天前刚入手的，却
寻觅了好多年。

曹涵美绘画的这套《金瓶梅全图》连环画
（共 10 册），原连载于《时代漫画》，成书于
1942 年。它最大的特点，在于绘画技法融合
中西，可谓绘画技法“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成
功之作。曹涵美有着深厚的国画功底，绘制

《金瓶梅全图》时，他在立足传统单线白描的
基础上，又大胆借鉴了日本浮世绘、西方现代
艺术之表现手法，因而人物更显生动、真实、
细致，当年的读者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套书，
因此被连藏界誉为民国连环画“巅峰之作”。

“巅峰之作”人人爱，资深藏家王瑞真尤
甚。多年来寻寻觅觅，却只碰到过几册散本，
一直未见全套。直到不久前，一位朋友告知，
北京的一家拍卖行征集到了《金瓶梅全图》，
等着上拍。王瑞真马上进行联系，拍卖行直接
报出了一个高价。当然，对方也并非漫天要
价。因为王瑞真自己也查询到一则资料，发现
2009年北京某拍行在一次“古籍善本和资料
专场”拍卖中，《金瓶梅全图》成交价就已达到
6.2万元。

王瑞真想让对方便宜点，卖方却咬得很
死。妻子见他那几天心神不宁的，就问怎么回
事。王瑞真大致介绍了这套书的情况，妻子一
听如此珍稀，就支持他拿下来：“错过了，下次
碰到就更难了！”有妻子“撑腰”，《金瓶梅全
图》顺利入手。采访当天，王瑞真一页页翻看
着，不停地指点给记者观看，脸上洋溢着收藏
者喜得宝物后特有的自豪与满足。

寻寻觅觅，终于
得到《金瓶梅全图》

沙漠穿着从苗寨收来的扎染苗裙。

义乌姑娘结缘古法苗裙

整理藏品，是最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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