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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随笔

收藏故事

“田扇非团扇，每来场圃见。因风吹糠籺，编竹破
筠箭。任从高下手，不为暄寒变。去粗而得精，持之莫
肯倦。”这是宋朝诗人梅尧臣写的一首咏物诗《和孙
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其二扬扇》。

据说，其所歌颂的“去粗取精”的物件“扬扇”，正
是农耕时代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风谷机，是一
种专门用来将秕谷筛掉的农具，有些地方又叫手摇
风车、扬谷机等。虽然各地叫法不一，但其样式和功
能基本大同小异。

在不少70后、80后农村娃的记忆中，每逢夏季
水稻收割、晒干后，还有一道工序就是用风谷机将颗
粒饱满的稻谷同秕谷和杂草等杂质分离。操作时，将
稻谷从上面倒放进谷仓，然后在谷出口处放上竹箩
筐，接着用手摇动风扇摇把，开启谷出口卡口，这样
秕谷就在风力的吹动下飘向出口处。可以说，这个老
物件承载着他们太多的儿时回忆。

当时，对孩子来说，很少会去关心操作原理是什
么，只是单纯地看着摇手把挺好玩的样子，便抢着去
摇。大人一般不会拒绝，只交待几句类似“劲要匀，不
要停”的话语后，便在一旁忙其他事情了。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风谷机在农村并
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毕竟当时的造价不低。一般来
说，一个村里总会有为数不多的几台，每逢农忙收稻
季，大家通常商量好轮流借着用。

随着时代变迁，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批传统的农具已被先进的机械
设备取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在义乌，用
手摇风谷机的种粮户应该是极少了。即使偶尔碰到
这样的场景，大多数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随着农村老物件收藏热的兴起，木制
式手摇风谷机也成为一些人的收藏品。也有一些场
馆为了营造怀旧情调，会收购这样的老物件摆景，
以供观赏。

妙妙

风谷机：
旋转间收藏旧日情怀

▢ 煮石人 文/摄

1985 年 9 月，浙江人民美术出
版社推出彩色版《西湖民间故事》。
该套书因绘画精彩、制作精良，被国
家外文局评为对外出版物的“银鸽
奖”。这是浙版连环画套书第一次获
得全国性大奖。

至今已推出三版，首版最为珍稀

彩色版《西湖民间故事》出版之
前，1979 至 1982 年，浙江人民美术
出版社推出了黑白版《西湖民间故
事》套书。黑白版共有11分册，每分
册刊发一至三个故事，总共编绘了
22个西湖故事。

彩色版可称是黑白版的“升
华版”，共十分册，每册编制一个
故事。彩色版最大的变化有两点：
其一，绘画者更加有名，集中了沪
杭两地的中国画大家，来自上海
的有华三川、顾炳鑫、戴敦邦、施
大畏；杭州的有吴山明、刘国辉、
吴永良。其中顾炳鑫、戴敦邦、吴
山明各绘制了两本。其二，为了宣
传西湖、方便外宾阅读，彩色版的
脚本文字同时标注了汉、英、日三
种语言。

彩色版《西湖民间故事》首印
仅 5000 册，如今可谓一套难求。现
在收藏市场上比较容易见到的，多

是1986年5月加印的。这个加印版
与首印版略有区别，1985年的首印
版，十册书封面的底纹并不一致，
有绿色、黄色、蓝色。1986 年加印
时，底纹统一成了绿色。笔者查对
了《浙版连环画图录》，发现上面展
示的《西湖民间故事》封面图案，其
实 是 1986 年 的 加 印 版 ，并 不 是
1985年的首印版。估计此书的编著
者并没有完整的《西湖民间故事》
首印版，这也可以反证首印版的珍
稀程度。

2000 年 5 月，这套连环画推出
第二版，丛书的名称由“西湖民间故
事彩色连环画”改作了“西湖景点故
事”。另外，封面也重新进行了设计。
至于脚本文字说明，仍是汉、英、日
对照。

2016 年 6 月，浙江人美又推出
第三版，丛书名沿用“西湖景点故
事”。封面比一、二版变得朴素很多，
文字说明用了汉语与英文，去掉了
日文。这也是与时俱进的做法，因为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的深入，来杭游客早已扩展到了世
界各国，再标注日文就显得不很妥
当了。

“浙派三杰”同台亮相

这套连环画有个很大的看点，
就是三大浙派人物画家的集体亮

相。我们知道，全国知名的浙派人物
画家群体，是在国画大师潘天寿等
人的引导、培养下形成的。浙派人物
画的“第一代”画家，以李震坚、周昌
谷、方增先三人最知名；“第二代”画
家，则以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为
翘楚。

上世纪 80 年代，吴山明、刘国
辉、吴永良正值创作旺盛的年龄，且
参与《西湖民间故事》连环画绘制
时，他们全都以自己擅长的水墨形
式来表现，作品质量之高，也就可想
而知了。

这些作品，总的特点是用笔勾
线举重若轻，人物神情真切生动，
画面气息清新洒脱。较之那些以
工整繁复取胜的作品，浙派三杰
的水墨连环画，落笔酣畅，着色自
然，似乎一点也不费力，挥挥洒洒
间，那些神采飞扬的人物，那些惟
妙惟肖的神情，那些自然妥帖的
动作，就一一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虽然，在此后的艺术探索实
践中，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他
们都在传承师辈笔墨特点的前提
下，努力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艺
术风貌。但我们仍可以说，不管走
得多远，他们的出发地，都是浙派
人物画的丰厚土壤，都是创作《西
湖民间故事》这个时期打下的无
比坚实的基础。

浙版连环画首获全国大奖的套书——

彩色版《西湖民间故事》

收藏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随便玩玩很容易，真
要精通却很难。说两件真事，都与银元有关，正可说
明“精通”之难。

对于银元，笔者一直比较喜欢，每年总会买上一
些。有一次，去一位藏友家玩，就发生了一件趣事。藏
友将他的藏品一一拿出来给我们看，其中有银元近
百枚。笔者随手拿起几枚看了看，感觉不太对，就直
接告诉了他。这位藏友很不服气，说自己玩银元已有
20多年，怎么可能连真假都不分。笔者只得退一步，
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但建议他说，现在有权威的银元
品鉴机构，不妨送去看看。这位藏友也是虚怀若谷，
果然将其中一些笔者认为存疑的银元送鉴。结果让
他大吃一惊，送去的20多枚，竟然多数是假的！

另有一次，笔者到另一位藏友家去玩。聊到银元
时，他面露喜色，称自己有两枚“错版银元”，很多年
前买来的，之后从未在市场上遇到过类似的，“估计
是珍品”。在笔者的恳求下，他打开了保险箱，拿出一
个金属壳的小盒子；打开金属壳小盒子，又是一个小
木盒；打开小木盒，是一个小布袋；打开小布袋，是一
块干净的白棉布；打开白棉布，终于见到了两块乌漆
漆的银元。朋友将银元托放于手中，眼里洋溢着藏不
住的喜悦。见此，笔者都不好意思从他手中拿过银
元，只在他手中细细地品鉴了一番这两枚“错版银
元”。只见其中的一枚，银元图案与十年标准版基本
相同，其主要特征是“造”字中的“口”写成了“日”字；
另一枚，银元图案也与十年标准版基本相同，主要特
征是“中”字笔画不连贯，“造”字的第四笔书写不正，
也不协调，看似败笔。

当时笔者寻思，这种银元大不了只是品种较少
罢了，应该不会很稀罕。但见他那小心翼翼、视若珍
宝的样子，心中的疑虑实在说不出口。但这时他主动
开了口：“这两枚银元，我基本不给别人看，既然给你
看了，若有相关信息，还请告知一下。”回家之后，笔
者翻开银元爱好者的基本工具书《袁像银元版别考
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一查，果然不出笔者所
料，这两枚银元，一枚称作“十年日口造版”，另一枚
称作“十年败笔造版”，虽比普通版珍贵点，但每枚也
就值个几千元，比他想像的少得多。

笔者给他反馈了这个信息后，他倒很谦虚，还说
自己也要去买些收藏类工具书，“光凭自己摸索的经
验，看来还是大大不够的”。 闲看

偶遇“错版银元”

▢ 煮石人

收藏连环画，也像收藏别的门
类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高招。以出版
地来进行较系统的收藏，是个不错
的选择。

那么，如果我们以浙版连环
画为收藏对象的话，会有哪些连
环画精品？主要精力应该花在哪
个时间段？

浙版连环画的初创期

简单点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全
国连环画创作形成了两个高峰。不
过，在全国第一高峰之时，浙版连环
画还属于成长期，并没有涌现太多
的好作品。

所谓“第一高峰”，一般指1955
至1965年，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的
连环画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有很高的
艺术高度。这个时期的连环画出版，
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一个是政治
文化中心，一个是全国金融中心，至
于全国其他各省，都没办法与北、上
相提并论。这个时段，我们可以将之
称作连环画“两大巨头”时代。

此时的浙版连环画是什么状
况？

1951年，随着浙江人民出版社
的创建，浙版连环画登上了历史舞
台。几年后，又有了东海文艺出版
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都可以出
版连环画。70年代，浙江美院（今中

国美院）办起了《工农兵画报》，里面
刊发了不少连环画。

不过总的来看，1980年之前的
浙版连环画，属于初创期、探索期，
从全国范围来看，浙版连环画影响
甚微。

浙版连环画的成长期

上世纪70年代末，美术高考招
生制度恢复，各种美术机构重新启
动，专业美术刊物陆续复刊或创刊，
新的美术时期似乎一夜之间到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艺术家
开始从人道主义、人性关怀的立场
去表达对象，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最
终产生了《枫》《伤痕》《草原上的小
路》等一批感人至深的优秀作品。

此后十年间，浙江、江苏、广东、
吉林、黑龙江等地都涌现了不少连
环画佳作。我们可以将之称作连环
画的“战国时期”。而浙版连环画，在
全国也是举足轻重。

上世纪80年代，可谓浙版连环
画的成长期。这个时期，浙版连环画
开始考虑自己的品牌选题。要在全
国占有一席之地，光靠数量，当然不
够，必须要推出一些精品力作。

获得了全国奖的《西湖民间故
事》套书，正是这个时期浙版连环
画的代表作。这些故事虽都来自神
话、民间，属于历史题材，但不管是
文学脚本、绘画风格，都彰显了人
性的光辉，反映了正义的力量。它

们，不仅像以前的连环画一样发挥
了美术的普及作用，还负有抚慰人
们心灵创伤、解放社会思想的新的
历史使命。同时，由于表现方式的
艺术性，客观上也起到了提高国民
审美能力、推动社会美术创作全面
繁荣的作用。

浙版连环画的辉煌期

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电视、
卡拉OK、电子游戏开始进入家庭，
继而遍布城乡。从全国范围来说，从
那时起，连环画在无奈之中逐渐走
向式微。

不过，浙版连环画却在全国创
作低谷之时异军突起，1987至1997
年，连续推出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
作品，迎来了浙版连环画的辉煌时
期。所以，注重对这个时期浙版连环
画的研究与收藏，容易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原连环画
编辑室主任杨德康先生曾如数家珍：
浙江人美推出的“教育型”连环画《我
的父亲邓小平》、“古典型”连环画《孙
子兵法》（6册）、“卡通型”连环画《中
华少年奇才》均获得了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世界文学名著》（欧美10
册、亚非5册），则为全国“知识型”连
环画的代表，获得了全国连环画套书
大奖；而连环画《初中数理化》（9册）
以其内容的独创性，也成了连环画出
版史上的典范。

《虎跑泉》选页

从蹒跚学步到璀璨绽放

浙版连环画的“三部曲”

《三潭印月》选页

《一线天》选页

吴山明绘《三潭印月》封面 吴永良绘《一线天》封面刘国辉绘《虎跑泉》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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