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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张懿，1990 年出生，是一个喜欢历
史的“90后”。也正是因为这份喜爱，让他与
银元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学3年级，他从历史课堂上第一次知
道了秦半两。这是秦统一后发行的货币，圆形
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结束了我国古
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于
是，张懿对包括秦半两在内的铜钱产生了兴
趣。“那时候，所有的零花钱都是省吃俭用存
下来买铜钱。”他对收藏铜钱到了痴迷的状
态，每天拿着铜钱在手上把玩，晚上的时候躲
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研究。因把玩时发出“叮
叮当当”的声音，影响到上课秩序，老师就向
张懿的父母告了状。害怕儿子玩物丧志，父亲

一气之下将铜钱全部扔在了窗
户外。张懿边哭边小心翼翼

地寻找铜钱，为此还逃
学了大半天。

初中接触银
元后，张懿又把
全部心思放在
了 收 藏 银 元
上。张懿说，
中国古代的
铜钱使用“范
铸 法 ”铸 造 ，
范的钱文为阴

文反书，范面有
沟槽，以便灌注

金属溶液。虽然铜
钱极具文化历史价值，

但从观赏性看，是不能和
工业时代产物银元相比的。每逢

节假日，张懿就会到农村走街串巷寻找，到处
搜集“袁大头”（袁世凯像系列币的口语俗
称），一枚可能就是一个月的早餐钱，但得偿
所愿的他还是兴奋不已。那时候，市场上的银
元还没有被热炒，他以50元一枚的价格收藏
了一批“袁大头”。

2012 年，极具商业头脑的张懿发现，银
元市场逐渐升温，越炒越热，手中的“袁大头”
已从原先的50元一枚涨到了1000元一枚。他
开始萌生做生意的念头，以藏养藏。尚在杭州

读大学的他便两头跑，周末赶
回义乌到古玩市场售卖

银元，很快就赚下第
一桶金 6 万多元。

尝到甜头的张懿
更是一发不可
收拾，当时便
下决心把这
当成事业来
做。

如 果 说
原 先 在 古 玩
市 场 买 进 卖

出仍是小打小
闹的话，那大学

期间接触的拍卖会
则彻底改变了张懿的

认知。走进高大上的拍卖
会，张懿一下子开阔了眼界，见识
了不少之前只在书本上才有的珍

稀钱币。“要玩就
玩高端的。”他
给自己的事业
定了位。

此 后 ，张
懿 跑 得 最 勤
的就是各地拍
卖会。他说，平
台不一样，了解
到的信息也完全
不一样。为了能够
系统地收藏银元，国
内的大型拍卖会，他几乎
是有拍必到。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鉴赏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发现有好的
藏品，也会参与其中。

2014年，张懿遇到了10多年来最为心仪
的一件藏品。这枚硬币叫广东寿字双龙库平
一两银币，华光普所编著《中国银币目录》中
提到清朝人士王伍生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记
录：康义总督下令为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制
造钱币三万枚，预备将钱币作为赠礼运送至
北京，结果并未运送，三万枚钱币几乎全部被
熔，仅留下少量十余枚作为样品封存。该钱币
也是目前市场上极为罕见的一种钱币，最近
几年价格不断刷新。

“这是目前市面上品相最好的一枚。”张
懿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当年，
他便与几个股东以1200
万元的高价买下了
这 枚 钱 币 。第 二
年，这枚广东寿
字双龙库平一
两银币便被另
一 藏 家 以
1700 万 元 的
高价买走了。

张懿向记
者介绍，老银
元一般都以币
面图案命名，比
如“鹰洋”的背面就
是一只展翅的老鹰。
现在他收藏的老银元主
要包括“孙小头”“袁大头”

“龙洋”“船洋”“汉字”等中国传统银元，粗粗
一算，已有千枚。

今年，银元收藏又迎来了一个顶峰，张懿
认为，网拍、微拍以及视频直播拍卖等互联网
交易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特别
是疫情时期，人们更加习惯于网上购物，让原
本就很热闹的银元微拍与直播拍卖更加火
爆，至今热度不减。包括银元在内的机制币是
所有文物艺术品中唯一被标准化的收藏品，
真伪、品质有保证，风险相对较小，适合更多
的新人进入。特别是近年形成的新一代收藏
主体，囊括了一批高素质的精英人士，让国内
购买实力和收藏水准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回首这些年的经历，张懿说，自己是一个
想更多了解历史和记住历史的人，想做文化
的传承人。“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年轻一代
会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中坚力量，将成为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推手。”

“90后”和银元的故事

▢ 语石 文/图

鉴赏石头一看产地、二看
品种、三看品位、四看品相。欣
赏一方精美名石，如同仰慕一
位大家闺秀，会怦然心动。且看
这方粉冻美人红的昌化冻石，
质地玉状或糯状，细腻脂润，半
透明，含白色絮状纹理。因在无
染色矿物的白冻石中分布着微
小的辰矿粒，故呈现微沁染分
布的粉红色彩。这方美人红粉
冻石就曾因质细腻、色柔美而
迷倒不少人。

一般来说，昌化有价值连
城的田黄和鸡血石，哪还有冻
石什么地位和名望。可恰恰就
是这方粉冻石与众不同，让人
另眼相看。都说石头冰凉，而
它的感觉却是暖暖的，暖得能
把心化了；都说石头坚硬，而
它的感觉却是柔柔的嫩嫩的，
柔嫩得弹指可破。粉里透红、
华丽柔美，如同青春的红晕、
靓丽的底色。它既有天生丽质
的自然美，也有淡妆浓抹的粉
黛美，妩媚不失高雅，洁净而
不减风情。其气质其韵味足称
得上“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
粉黛无颜色”。

冻石美人红也称美人醉。
一个醉字，把美人醉的那种白
里透红，风情万种形容得淋漓
尽致。欣赏一方精美石头就是
一种精神享受。古人云“石不能
言，最可人”。殊不知万千情愫
都尽在这“可人”两字之中。如
果是赏石悟道，那么从中让我
们懂得，看石如此，看人更如
此。对人可以看门第、看出身，
但更应重自身、重内涵、重长
远。尤其要善于发现挖掘与众
不同的地方。

有的藏石之人特别讲究石
之雕刻艺术价值，这本也无可
非议。但如果让我在美石的天
然美与工艺美中做选择的话，
我更喜欢天然美。不篆一字如
读无言之书，让你爱不释手；不
雕一刀犹见山水之美，让你流
连忘返。这才是出神入化，这才
是浑然天成，这才是世中孤品。

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临安“石头记”店里见到这
方粉冻美人红，不仅仅眼前一
亮，而是怦然心动，难以掩饰内
心的激动。尽管价格并不亚于
田黄和鸡血石，也毫不犹豫要
了它。一摸口袋钱不够，便倾其
所有，付了定金。待日后凑足钱
去取石头时，老板告诉我，若不
是朋友，若没有付定金，早被他
人“横刀夺爱”了。

让人怦然心动的
粉冻“美人醉”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金家玮

本报讯 日前，市博物馆馆
藏宋代银器保护修复项目（二
期）通过验收。

据了解，市博物馆馆藏宋
代银器保护修复项目（二期）于
2020年5月委托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编制修复方案，同年
9月获得浙江省文物局行政许

可，2021年1月通过招标，确定
由北京乐石文物修复中心有限
公司负责实施该项目。据悉，该
项目共计修复银器27件，包括
执壶、盏、盏托和挂饰等，大多
数器物都有较严重的残损。

近年来，市博物馆陆续开
展了馆藏龙泉窑窖藏瓷器、金
属文物、陶瓷文物等保护修复
项目，为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奠
定了良好基础。

市博物馆馆藏宋代银器
保护修复项目（二期）通过验收

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画
虾堪称画坛一绝，他笔下的虾
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其实，齐
白石也画虎，只是所画不多，有
人说他一生画的虎不超过 5
幅。在故宫博物院就收藏一幅
齐白石的《虎图》轴。

此图为纸本，设色，纵68厘
米，横33.6厘米，款署：“三百石
印富翁齐璜作”，钤“齐大”朱文
方印。此图一反画虎常态，与众
不同。一是虎为百兽之王，称霸
山林，多数画家之虎图的背景多
是奇峰峻岭，山高林密，而齐白
石《虎图》的背景却无山峦峰岭，
也无茂密的森林，仅是一片草
丛，其上是大片留白，没有高山
之神秘、威严。二是多数画家所
画之虎多是环眼圆睁，张口长
啸，凶猛异常，而齐白石的《虎
图》画的只是虎的背影，没有画
出虎的面目，看不出威风凛凛之
态。画面上一只老虎背向观者，
蹲踞在草丛中，虎纹斑斓，尾巴
向左侧微微扬起，看不到虎的狰
狞面目，只露出五根胡须，显得
温顺可爱。有人认为齐白石所画
多为写生，他没有见过老虎，画
虎的经验极少，不画虎的面目是
为了掩饰自己不会画，于是“照
猫画虎猫画虎””。。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如此画虎正如此画虎正
体现了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主张体现了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主张。。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画自己的真实画自己的真实
感受是齐白石一贯的艺术主感受是齐白石一贯的艺术主
张张。。他说过他说过““作画妙在似与不作画妙在似与不
似之间似之间，，太似为媚俗太似为媚俗，，不似为不似为
欺世欺世””。。他曾自刻一枚他曾自刻一枚““我自作我自作

我家画”的印章，以表明他在
艺术创作中不但师古人、师造
化，更注重创新求变，塑造自
我风格。他曾劝诫弟子说：“学
我者生，似我者死”，要求他们
做到神似形不似，而不是简单
地承袭师法，否则其艺术是没
有生命力的。

他画虎的作品极为少见，
此图展现了齐白石于其常规题
材画之外的另一种风格，并且
以独特的表现方式诠释了其注
重创新的理念。《虎图》尽管没
有虎虎生威的画面，但是通过
虎背扭动的身影仍可感受到其
躯体的健壮与强悍；虽然虎身
两侧风吹草动，但老虎不为周
围环境所动，有着极强的定力，
显示出镇定自若、唯我独尊的
王者风范。晚年的齐白石日益
强化了“不似之似”的造型，也
日益强化了“神”的主导地位，
臻于“笔愈简而神愈全”的地
步。从老虎斑纹的绘画技巧可
见一斑。多数画家所画是密而
细，追求逼真，而齐白石的虎图
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宜稀宜粗”
的写实风格，代表着齐白石对
不擅长题材的驾驭能力也达到
了“随心所欲”的境界。这幅《虎
图图》》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齐白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齐白
石淡泊名利的人生价值观石淡泊名利的人生价值观。。他他
从来没有入仕愿望从来没有入仕愿望、、懒于应酬懒于应酬、、
不管闲事不管闲事、、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始终以一始终以一
颗纯真的心颗纯真的心，，沉浸在艺术的体沉浸在艺术的体
验之中验之中，，陶醉在艺术故乡里陶醉在艺术故乡里。。

据据《《美术报美术报》》

齐白石画虎不画脸

藏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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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声音。利用银元相互撞击发出的声
音来辨别。用一个指尖向上轻轻顶住银元的
中央，用另一枚银元撞击这枚银元的边缘部
位，发出的声音清脆、柔和，是真银元。如声音
发尖而高，带有铜声，是含铜很多的低成分假
银元。如声音低而嘶哑，周边不一致，就是包
皮、挖补的假银元。一般假银元的声音多半尖
短而低闷。

2.看外形。看外形结构，注意观察银元的
颜色、花纹、图案、大小、厚薄等是否正常，有
无经过酸洗、锉边、包皮、挖补的痕迹及是否
为私版银元等不正常现象。一般来说，假银元
的直径比真银元稍小些，只要用同等体积的
假银元与真银元比较一下，即可辨出真伪。

3.验边齿。由于真银元是机制版，其边齿

细致匀称，规整划一;而假币的边齿粗糙，参
差不齐，有的还有局部修锉的痕迹。只要细
心，肉眼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如真的袁大头
边齿的两条粗齿里有一条细齿，而假袁大头
的细齿则模糊不清。

4.称重量。银元的标准重量应是26.8克，
成色88%。正常的银元经过流通磨损后，重量
也应达到25.8克。凡是重量低于25.8克、成色
低于 84%的，不是洗版、锉边、包皮、挖补银
元，就是假币。

5.酸检验。在民国三年袁大头银元上滴
上一滴硝酸，如发现银元冒绿泡或变黑，就是
成分不足或假银元。而铜芯银元只要是一触
及硝酸，便会失去光泽。如是镀银，镀银表层
很容易脱落，且脱落部分极易生锈。

如何鉴别银元真假

▢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文/图

一枚小小的银元，见证着一段历史，承载着太多往事。

银元俗称“大洋”“洋钱”或“花边钱”。银元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是银本位

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

大约在明万历年间银元流入中国。清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首次在西藏铸行

“乾隆宝藏”银币。道光年间，台湾福建等地也曾仿制银元，称为银饼。光绪十六年

(1890年)清廷开始正式铸造银元“光绪元宝”(即龙洋)，各省纷起效尤。民国时期

建立银本位货币制度以后，也以银元作为主要流通币。银元是近代币收藏的重要

币种之一。

袁像民国三年
签字版一元样币

民国曹锟武
装像纪念币

民国二十一
年背三鸟一元

民国十二年
小字龙凤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