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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盛世收藏，乱世黄金。
”这是一条从古至今被反复证明了的格言。
　　然而，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的收藏形势比今日今世更为盛况空前，无论是参与人数、市场规模
，还是收藏品种、藏品价值，都可谓盛况空前。
收藏开始成为一种最广泛的大众化行为，收藏投资的观念经过近20年的普及已经深入人心。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50年中，收藏投资的浪潮将更加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未来5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将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之间
的数量上的矛盾，转化为不断扩大的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未来50年中，中国经济将继续
在高速增长区运行并呈平稳减速的趋势，其发展将在20～30年内全面转到集约型轨道上来，而科技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从1978年到1995年间的32%，逐步提高到2030年的50%和2050年的60%以上，于
是经济将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运行。
　　2010年，全国人民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2030年，中国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将比原计划提前20年。
　　2050年，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一切对收藏投资意味着什么呢？
　　这说明，未来中国50年经济环境将最大地支持收藏投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整体富裕水平
的提高，将会刺激收藏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各种收藏品在旺盛的投资热情和人气之下会保持稳健的
升值势头。
　　物质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将需要什么呢？
需要精神上的追求、生活品位的追求（实质是文化品位的追求）和心灵的追求。
而这些都可以在收藏中获得。
同时，他们还需要将财富增值。
而收藏正是一种投资手段和工具。
所以，收藏将成为衔接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一种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行为方式。
　　收藏活动的广泛普及同时也是由收藏品的升值属性所决定的。
收藏品的升值幅度有多大？
回眸看看，1991年8月的邮市，价格比1990年8月普遍上涨200%～300%，而1996年到1997年3月的邮市，
也呈现一年增值200%～300%的状况。
　　未来社会是高智力的脑力主宰的社会，现代快节奏和激烈的竞争将使得人们精神紧张，压力增大
。
如何缓解精神紧张的压力？
收藏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收藏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育锻炼，又是娱乐、放松和休闲。
故而收藏投资不仅是随着“盛世收藏”而兴盛的，更是随着人类文明素质提高后的一种必然选择。
　　随着收藏人数的增多，藏品将供不应求，因而现在投资收藏品的人群是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者，届
时将获得丰厚回报。
　　未来50年人类将发生无数令人意想不到的惊人的变化。
到2015年后，随着人类进入一个完全靠智商取胜的时代，收藏投资领域将不仅仅只存在单纯靠收藏方
式达到投资目的，还将出现一些高智商的炒家。
因为高智商的人总是要寻找挑战性的尝试，他们有钱、有势、有智慧，将成为未来收藏品市场的大炒
家、大赢家。
　　尽管如此，普通收藏投资者大可不必望洋兴叹，因为即使没有高智商，神奇的中国哲学思维也将
帮助所有现在从事收藏投资的人。
收藏就是定性的锻炼，“无为无不为”、“以不变应万变”等东方哲学都将成为收藏投资者奉为信条
及最终制胜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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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高智商的大炒家创造的是奇迹，普通收藏投资者收获的却是惊人的利润。
因为那时的大炒家不论怎么聪明，他们所吸纳的筹码也都要从现在的收藏投资者手中高价买来。
因此今日的收藏投资者手中所持有的收藏品，都将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无意之中藏品价格翻
十番。
　　“新收藏品投资指导丛书”就是指引收藏投资者实现藏品翻十番的一套丛书。
所谓新收藏品是与传统收藏品相对应的、新兴起的、有一定市场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收藏品。
新收藏品具有如下几个可能的要素：一、它是近20年出现的新物品，因其审美价值或文物价值或科技
含量而很快成为收藏品，如磁卡、IC卡、密码卡等卡品。
二、它不一定是新物品，可能古已有之，然而，它是新兴起的收藏品，并在收藏市场有突出表现，如
旧书报刊。
三、它是当今社会的收藏热点，如老票证。
四、它是市场宠儿，因是新品种而市场价格较低，有较大升值潜力，如连环画。
五、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藏品，目前虽属冷门，但却蕴藏着爆发力，有极大的收藏投资潜力和广阔
的前景，如藏书等。
　　“新收藏品投资指导丛书”的选题原则是由新收藏品的定义决定的，即：新物品原则；新兴起藏
品原则；收藏热点原则；升值有较大空间原则。
“丛书”拟陆续出版以下分册，包括：老票证、卡品、连环画、旧书报刊、藏书票、老宣传画等。
　　尽管目前收藏类的书籍越做越多，然而，这套“丛书”依然有三大特色是其他收藏类书籍所不可
替代的；　　第一，这是一套将收藏知识和投资指南融为一体的“丛书”，而其他收藏类图书大多仅
介绍收藏知识和鉴赏知识。
　　第二，这是一套关于“新藏品”收藏投资的“丛书”，有别于传统收藏品的书籍。
这些刚刚被发掘或正在崛起的“新藏品”，比传统藏品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第三，这是一套由收藏家本人撰写的“丛书”，是收藏家以自身经验和教训写成的“丛书”，因
而对于收藏投资者有指导实战操作的价值。
　　无论你是正在对收藏发生兴趣而不得门径的读者，还是刚刚入门而苦苦寻觅收藏知识和收藏方法
的收藏爱好者，或者是已经在收藏市场上磨练多年并有所收获的收藏家，都可以从这套“丛书”中得
到新的经验和启发。
“新收藏品投资指导丛书”将为各位藏友指点迷津，不仅提供收藏知识和方法，还将贡献投资技巧和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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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今，红色藏品市场热火朝天，但在这股红色收藏潮中，很多人缺乏藏识，他们的收藏是盲目的，在
收藏理念和收藏方法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当市场上一些经营者看到一类新兴藏品走红，有利可图，便大肆造假。
初入门者在收藏仿制品后，不仅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更在心情上受到莫大的打击。
有鉴于此，笔者从本世纪之初开始动笔，历时8年撰成此书。
    笔者以自身的收藏经验和亲身经历的收藏教训，希冀为初入门的红色藏品收藏者指点迷津，乃望本
书读者多掌握相关知识，尽量少走弯路，避免付出昂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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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色收藏展览热　　红色收藏展览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地革命纪念馆和革命名人纪念馆越
来越多，二是到革命纪念馆和革命名人纪念馆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如广东叶剑英元帅纪念馆（图1—9），里面收藏的全部是革命文物藏品；即使貌似游离于红色藏品之
外的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因为有鲁迅等革命作家的展品（图1—10），而成为红色藏品收藏者必
定要关注的展览馆。
　　近年来，关于红色藏品的展览越来越多。
如“红色的记忆”是2006年4月30日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举办的红色收藏品展览会的会名。
展会近千件精选的展品见证着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使参观者感受到革命历史文物强大的感召力量。
潘家园旧货市场看准红色收藏品的巨大市场和收藏投资潜力，开发出以经营红色收藏品为主的交易市
场大厅，为该展览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潘家园旧货市场总经理崔新未说：“这次我们搞的回忆红色收藏品展览，从全国各地红色
收藏品藏家和经营者手里边，搜集了红色收藏品近万件，一共15个门类，我们从中选择了近千件精品
投入了这个展览。
另外从市场上反映来看，我们市场的商家经营的红色收藏品前景看好。
很多人都在搜集、购买、寻找自己所喜欢的红色文献等红色藏品。
我们相信这次展览，对于激活红色收藏品市场，进一步扩大红色收藏品的收藏家队伍及保护红色藏品
，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　　“十六大”召开之时，肇庆市个体经营者陈衍东在肇庆城东公园内以“党章收藏展览”的形式
迎接“十六大”的召开。
陈衍东公开展出了他花十年艰辛收藏的中国共产党“七大”至“十五大”党章及相关文献。
据了解，民间能集齐“七大”到“十五大”党章的人并不多。
　　每本党章记载特定历史。
陈衍东49岁，他原来热衷于收藏钱币，上世纪90年代初，偶然收集到一本“九大”党章，使他的收藏
兴趣转向了革命历史题材的书籍。
随着党章的收藏，陈衍东逐渐从研究党章的版式转向到研究党章的内容。
　　1999年，陈衍东已集齐“八大”到“十五大”的党章，收集“七大”党章于是成为他的“心结”
。
2000年秋，他听说有位老人珍藏了一本几十年前的“七大”党章，于是他找到老人求购，但三次登门
老人不愿“割爱”。
他第四次登门时，老人被他的执著和诚意打动，同意出让，但只允许用作收藏品交换。
几经协商，陈衍东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枚未发行的珍贵邮票换回了他日思夜想的“七大”党章。
　　在收藏市场上尚可见到的有1950年解放社出版的“七大”中国共产党党章（图1—11、图1—12）
，该版党章1950年初版后，到当年10月就印了12版，印量达到61万多册。
　　陈衍东收藏党章没有任何功利心。
他说，如果有功利心，他会去收藏别的市场标价明确的物品。
他说：“我十年来节衣缩食，顶着别人背后说我傻痴的议论，苦心收集党章，纯粹是出于对党的光辉
历史的崇敬，对这份‘红色收藏事业’的热爱。
”　　不仅大城市红色收藏展热，就是一些中小型城市，也在举办相关展览。
如2005年9月23日，浙江永康市就举办过一次“全国大型红色收藏品展览会”。
　　该展览展出了1米以上大的挂章30多块，30厘米以上的不同种类挂章100多个，大幅油画13幅，各
种塑像80多件，其中1米以上的大型塑像就有30多件，还有大件绣品，各种红色宣传画等，共有万余件
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相关的红色收藏品，而与伟人
毛泽东相关的像章、摆件、挂件、塑像、老照片、丝织等更是红色收藏品中的精华。
　　这是一次综合性展出，展出的大型红色收藏品突出个性化特色集藏，尤其是大型精品挂章数量之
多、质量之优、史料性之强、珍贵程度之高，都达到了相当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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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还印制了《全国大型红色收藏品展览会会刊》。
　　当然，常设展馆的展品更为丰富，藏品价值也更为珍贵。
如叶剑英元帅纪念馆里，有“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大印（图1—13）、“广州苏维埃人民军事委员会
”大印（图1—14）和“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大印（图1—15）。
如此高质量的文物级的珍贵藏品，也只有政府创办的常设展馆方可拥有。
　　2001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恰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都瑞金的文
物收藏爱好者毛泽瑞，将20年来潜心收藏的90件苏区时期珍贵文物向市民展出。
消息一传开，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天内达2100多人。
　　毛泽瑞20年前开始收藏散落在瑞金民间的苏区时期文物。
20年过去，他花费了10多万元收购了260多件苏区时期文物，展出的90件是他收藏的文物珍品，有中华
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耕山证、通行证、借谷证、米票、报纸、列宁小学课本、经济建设公债券、
苏区各种货币（银币、铜币、纸币）、红军梭镖等。
参观者观看后反响强烈，纷纷感受到党在苏区时期的艰辛和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2002年6月，江西信丰县安西镇崇墩村农民黄礼斌举办红色军史文物展，通过传媒报道，引起较大
反响。
此前，黄礼斌就利用自己收藏的300多件土地革命时期文物，办过移动的“红军革命博物馆”，已在该
县300多所中小学以及赣南10多个县市巡回展出，行程上万公里，参观人数达40多万人次。
　　1992年，33岁的黄礼斌偶然收藏到几枚苏区铜元，从那时起，他便迷上了革命文物收藏。
黄礼斌一边利用空闲时间查阅文史资料，提高自己的文物鉴赏力；一边走村串寨，四处收集各种革命
文物，几年下来，他收集到的红军在土地输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各类票证、证章、武器等有300多件。
　　为了发挥文物的价值，让更多的人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黄礼斌将他收藏的文物进行了整理，分
成红军军史、党对红军的领导等五大部分，巡回到县内、邻县的中小学校展出，使红色文物深入人心
。
　　2005年，四川省省对外交流中心、省收藏家协会和省梦虎文化发展公司在省展览馆联合举办了首
届红色收藏精品展。
该展览是为纪念红军过四川及长征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办的。
展品中最珍贵的是4只红陶土罐、水盆，是1931年至1932年在江西瑞金的叶坪，用当地的红土作坯、化
妆土敷色，且以当地土釉做成的，乃红军成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纪念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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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历史事件影响了几代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自然对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物
品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人们钟爱红色收藏品，正是源于对逝去时光的无限眷恋。
红色收藏不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结的宣泄，也是表达和宣扬爱国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红色藏品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革命书籍、报纸、刊物、文件、标语、布告、照片到军事地图、纸币、
账册、军用品及革命领袖的生活用品等，门类繁多，应有尽有。
岁月沧桑加上生逢乱世，红色藏品存世量较少。
有限的藏品，无限的市场需求，拉动起价格上涨的空间。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红色收藏出现井喷行情。
本书以作者亲身经历的收藏教训，为初入门的红色藏品收藏者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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