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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旭最初的想法只是因为厌

倦了每天的上班加班，想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情。由于一直住在地安门和后海

这边，就选择了在靠近银锭桥的

南官房胡同租一间独门小屋。“我

开店之前就听了很多音乐，自己

收集了特别多的唱片，生活里也

已经不能没有音乐了，所以最初

工作室里摆了那么多的唱片，倒

像是一个唱片店了。”展旭说。

“那会儿有很多设计圈摄影

圈 LOMO 一 族 经 常 过 来 玩 ，

LOMOCHINA 网站那些朋友每

周来此聚会，一来就是一大帮人，

把胡同占得满满的，很自由、很热

闹，有点回归到小时候的感觉。

他们有时觉着店里放的音乐好

听，就会跟我买一张，渐渐地摇篮

被认成唱片店了。”而展旭也安于

这个状态，这也是对他本人设计

的一个鼓励。

“音乐和设计分不开，一些唱

片的封面设计创意对我的设计有

非常大的帮助，我会有意识地把

自己的设计风格融进去，比如卡

片、海报、纪念唱片，我觉得好的

音乐跟设计是分不开的。”展旭时

刻不忘自己对设计的体会。

多年来访客中不乏何勇、丁

武这样的老资格音乐人，同时也

有像刺猬乐队、钟立风这样近些

年来的独立歌者。当然，像何晴、

周迅这些大龄文艺女青年也成为

摇篮的常客。

起初，店铺销售并不乐观，但

是展旭愣是靠着自己设计的本事

扛下来，做些书法作品，设计一些

专辑的封面，灌制一些有自己风

格的音乐作品，帮朋友做一些设

计的策划案，维持这个小店的运

营。可如今随着盗版市场、非法

下载越来越猖獗，生意可谓是滑

落到最低谷。面对这样的情况，

展旭有些无奈：“这我没有办法挽

救，但是做了 10 年了，音乐已经和

生活融为一体，现在更多地把重

心转向独立原创音乐推广的环节

上了。”

“我会调整，但绝不会关门。”

展旭很坚决，“唱片店未来是不容

乐观的，但是我觉得实体唱片肯

定会存在的，因为还有许许多多

的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未来的经

营模式是独立音乐与设计产品相

融合，更多的个性色彩，至于赚多赚

少，已经不是重点了。”

“从没想过卖盗版，
那是亵渎音乐！”

与福声或是摇篮比，蓝线唱

片店的命运更加曲折，开店 20 年

来，先后 6 次搬家，老板傅雄从东

四到地安门，从地安门到新街口，

再到西四、鼓楼，直到今天在北太

平庄落脚，这个曾经叫“东四花店

唱片店”的小铺子，终于算是扎下

了根。

最早在东四的一家花店，傅

雄租下了半间屋子，靠自己打的木

头架子开了张。当初生意可以用

火爆来形容，如今一月的销售量，也

许就是当初一周数量的一半。

当初，为了找到一些国际化

的产品，傅雄觉得香港唱片主要

偏英式摇滚，和内地歌迷的口味

有偏差，于是决定直接联系国外

的独立音乐厂牌。在那个互联网

不发达的年代，他硬是凭着蹩脚

的英语，通过电话、传真，与国外

唱片公司建立了联系。

但是这些年，新型的音乐消

费模式使得唱片成为即将被淘汰

的产品，一个播放器甚至可以容

纳几千首歌，对于传统唱片零售

行业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假如

曾经一个歌手出一张专辑能卖出

1000 张，如今卖掉 200 张就算是

很不错了，有的专辑销售量都不

过 20 张，这种变化远不是下滑那

么简单，应该说是‘坠机’。那你

说这行还能干么？”回想起当年乐

迷们排队买唱片的火爆景象，傅

雄唏嘘不已。

当年大家做唱片，不少人卖

盗版发了家，傅雄说自己从来没

想过卖盗版，因为那是对音乐的

亵渎，音乐这个行业应该得到更

多的尊重和支持。

接下去应该怎么干？傅雄认

为，专业化是一条光明的道路，随

着消费模式的变迁、分众模式的凸

显，作为唱片店，就要做到比歌迷还

专业，类别清晰，并且做到货源更新

速度快、覆盖面积广。同时在一些

领域，如金属、摇滚、民谣这些独特

风格下再加以细分，这是买方市

场所导致的必要调整。

很多消费者当年看上了一张

专辑，却囊中羞涩，来到店里寻找

儿时的回忆。作为唱片店，也有

义务帮助他们。很多消费者和傅

雄成了朋友，由于开了 12 年的唱

片行，傅雄因此认识了几乎所有

北京摇滚音乐人及乐评人。

现在，蓝线每周仍会固定更

新货品，据说这些都是傅雄亲自

挑选然后邮寄而来的正版唱片。

虽然价格相对不菲，对忠实粉丝

而言，蓝线也是购得称心唱片的

首选地。圈子里流传，每周六是

傅雄上货的日子，也是大家去淘

碟的日子。

唱片店一番采访下来，在雾

霾的冬日里，没有唱片经营者的

大吐苦水，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正

能量。唱片店老板们苦涩的笑容

背后是他们坚定的梦想和可贵的

坚守，正是缘于这份坚守，人们和

音乐从未走远。

“近几年，老照片市场很好，收藏价值

越来越高，行情越来越好。”在北京琉璃厂，

一家老照片专营店的老板高兴地对记者

说。他已在琉璃厂做了 20 多年的生意，头

些年经营字画、古书，近些年发现老照片市

场火了，就开始主要经营老照片。

记者日前走访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琉

璃厂古玩街、报国寺文化市场时发现，近些日

子，一直处于“非主流”状态的老照片在收藏

市场上逐渐走俏，受到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我 家 店 里 的 这 些 老 照 片 基 本 上 是

晚清和民国 的，主 要 分 人 物 和 建 筑 两 大

类 ，由 于 题 材 、品 相 不 同 ，价 格 也 不 一

样。我们主要卖人物照，民国的普通人

物照片每张 650 元，清末的普通人物照片

每张 850 元，裹小脚的人物照片每张 1000

元。”在琉璃厂东街尽头角落里，一家小店

老板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着自家收藏的老

照片及其价格。

这条街上的另一家店，主要经营翻版

的经典照片 。 店 内 正 对 门，就 是 那 张 家

喻户晓的“ 大眼睛”照片；右侧墙上则挂

着一幅《上海外滩景色长卷》，它的原版

照片在 2003 年 7 月 13 日与《外国舰船行

驶在江上》一起，共拍出了 14.8 万元，而

这 张 翻 版 的 照 片 也 要 每 张 5000 元 。 此

外，在左面墙壁上，还悬挂着一系列“1930

年的北京”老照片，包括钟楼、天安门等标志

性建筑，带相框的每张300元，不带相框的每

张100元。“我们这儿的照片主要是卖给一些

公馆、高级酒店，用来装饰、提升档次。”这家

店的老板娘说。

从店里出来，地摊上的生意也挺红火，

所售货物中夹杂着一些老照片，仔细看来，

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照，价格基本

在 600 元至 850 元。

在网络上，老照片的交易也相当火，其

中，点击量较高的专业网站就有 12 个，网

友可在线分享、交流和交易。

记者了解到，收藏老照片的民间组织

也有不少，如，2010 年 1 月成立的上海市收

藏协会中国历史影像收藏沙龙，由上海、北

京、江苏、山东、香港等地的多位老照片收

藏家组成，现有会员 30 余人，以抢救、保护

我国历史影像为宗旨，挖掘、收藏、鉴定、研

究历史影像。该组织于 2011 年 10 月举办

的全国（上海）首届老照片及纸质收藏品交

流大会，得到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的支持

和好评。

在谈到老照片的收藏价值时，上海市

收藏协会中国历史影像收藏沙龙主任冯忠

宝有些激动地说：“随着城市化的改造，许

多老房子、老物件、老建筑没有了，加之摄

影设备和洗印技术的更新，包括冲印时所

需要的底片都没有了，走进照相馆照相成

为一种奢侈行为，老照片就显得弥足珍

贵。另外，收藏老照片不像收藏字画和古

董价钱高得让普通人难以承受，工薪族也

能承受得起，且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收藏

价值。”

建筑艺术评论家方振宁在谈到老照片

怀旧潮时表示，从专业角度讲，老照片再现了

建筑的历史样貌，展现了当时的文化韵味，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和规划都有很重要

的意义。同时，它也承载着个体记忆甚至是

历史记忆，所以很有价值。

简 讯

鼓浪屿旅游文化产品升级

晋商精神助推山西文化产业发展
本报讯 （驻山西记者李智兰 王宁）1 月 29 日，出席山西省十二届人大

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祁县乔家大院博物馆馆长王正前说，希望山西省文

化产业发展以晋商精神为核心，加大改革力度，为山西文化增光添彩。

“乔家大院是前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书写着

动人的晋商文化。对晋商文化中诚实守信的精髓，我们应加以保护、研究、

开发、利用、传承。”王正前说。

豫剧现代戏《春满太行》倾情首演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周典）1 月 29 日，由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管理委

员会举办的鼓浪屿旅游文化产品创新升级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

在发布会现场展示了书报、影像、邮卡、工艺品四大系列鼓浪屿旅游文

化产品，其中包括印制精美的《舒婷文集》、《弘一鼓浪写经真迹》以及《鼓浪

屿钢琴、管风琴图典》等。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1 月 30 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工商

联、省文化厅主办，省豫剧二团演出的新编豫剧现代戏《春满太行》在河南

郑州首演。

该剧由李青运编剧，丁建英导演，国家一级演员孟祥礼、辛艾领衔主

演，以全国道德楷模、全国人大代表、辉县裴寨村支部书记裴春亮的先进事

迹为原型改编而成，歌颂了一名致富不忘乡邻、务实肯干、无私奉献、带领

群众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新时代村官。

1 月 26 日至 2 月 1 日，在陕西省两会召开期间，陕西省图书馆专门设立服务点，一方面协助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查询议案、提案所需资料，另一方面向代表、委员们发放省图精编的《2012 年

社会热点》，并在现场免费为代表、委员办理借阅证和数字图书馆资源卡。

本报驻陕西记者 任学武 实习生 雷 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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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横议

是不是“花瓶委员”，提案说了算
祝 静

老影像：用历史观照现实
本报记者 焦 雯 实习生 张 妮

河北纸房村：文化热情寒风难挡

近日，全国各地都在陆续召

开地方两会。在今年的地方两

会上，多位演艺界明星频频出

现，备受媒体及公众瞩目：在刚

刚闭幕的重庆市政协四届一次

会议上，钢琴家李云迪以 807 票

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常委；影视红

星王宝强以河北省政协委员身

份出席了河北省政协十一届一

次会议开幕式。此外，周星驰、

彭丹等演艺界明星也纷纷加入

“明星委员”行列。对此，人们不

禁要问，这些来参政议政的“明

星委员”，究竟是戴着明星光环

的“花瓶委员”，还是能够成为想

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

“委员明星”？

事实上，近年来政协吹起的

“明星委员风”似乎有越吹越烈

之势。每年各地两会召开时，总

能看到不少明星委员和明星代

表的身影。诚然，演艺界明星担

当政协委员本无可厚非。作为

一个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共商国

是的民主协商机构，政协是我国

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委员构成本

就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明

星当代表或委员参政议政，反映

民众意愿，是很正常的。同时，伴

随着明星效应，这些“明星委员”

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人

们对政协的关注度。可是，“明星

委员”的作用仅仅停留于此么？

政协委员更重要的职责是

参政议政，要对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

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

协商讨论。同时，通过调研报

告、提案或其他形式提出意见和

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评判一

名政协委员是否称职，更多地是

看他在这个岗位上能否为群众利

益代言、为社会建设出力。

因此，必须承认，代表也好、

委员也罢，看上去很光鲜的名

号，背后其实有沉甸甸的担子。

那么，“明星委员”应如何华丽转

身，成为真正称职的“委员明星”

呢？首先，“明星委员”应利用其

作为公众人物所具有的广泛社

会影响力，深入基层，推动其提

案、意见或建议能够被更广泛地

传播，被更多民众所了解和认

同，从而更有效地推动问题的解

决；其次，这些在专业上具有较

高造诣的“明星委员”，应该将专

业优势运用到提案或建议中，多

做研究和观察，有的放矢，大胆

建言，积极为公众奔走。此外，

更要从制度和规范上来约束“明

星委员”更好地履行职责，做到

能上能下，避免走过场、打酱油、

扮演“花瓶委员”的角色。因为

说到底，“明星委员”也是需要递

交提案、参政议政的，到底是不

是“花瓶委员”，提案说了算！

在老照片收藏持续升温的情况

下，许多收藏家和买主都谈到了他

们在收藏、购买过程中遇到的辨别

真伪和收藏方面的问题，并给出了

一些建议：第一，要掌握基本的摄影

知识，了解摄影史，包括各个发展阶

段的拍摄设备、冲印手段、相纸选用

等；第二，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了

解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三，先从收

集低档次照片入手，循序渐进，逐步

提高藏品档次；第四，收集渠道主要有

市场（各地古玩市场、旧书市场、旧书

店、影像画廊、拍卖会、网上收藏类店

铺）、各机关单位和图书资料室处理

的过期档案、废品回收站点、藏友间

藏品交换、一线摄影师或新闻记者

以及明星的图片藏品等；第五，投资性

收藏，一是大师级摄影师的代表作或

国家级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二是有

照片作者亲笔签名的作品。

此外，专家建议，如果是大众投

资，宜选择以下种类的老照片：新闻

照片特别是反映重大事件的照片、带

有时代气息的照片、中国摄影家协会

理事级以上摄影师的作品、高层次人

物的照片，以及带说明的文物照片、名

胜城建照片、少数民族风情照片。

“真是不容易，历经周折才得到这张照

片！”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古镇管理委员会

主任张玉良谈到英国传教士詹姆斯·纪满拍

摄的一幅印有基督教童子军在胜芳街头表演

的老照片的来历时连声说。

“ 这张照片是詹姆斯·纪满在 1919 年至

1925年间拍摄的。在胜芳镇，历来有习武之人，

从照片中孩子们的功夫也可以看出一二。这张

照片曾被詹姆斯·纪满带回英国，他希望能出一

本回忆录，并且希望能出中文版。1996年，他

联系到在中国的胜芳友人开始翻译此作，但此

后再无音讯。直到2009年，这位胜芳友人才又

收到詹姆斯·纪满的儿子的来信，称其父已过

世，托他完成遗愿，出版这本回忆录。”参与最

初翻译工作的民间文化志愿者王晟告诉记者。

2010 年，胜芳镇也希望能出版这本回忆

录，并配以詹姆斯·纪满于 20 世纪 20 年代拍

摄的老照片，图文并茂地反映当时中国的面

貌。这一建议得到了詹姆斯·纪满的儿子的

支持。2012 年，胜芳镇收到了詹姆斯·纪满

的儿子用 MSN 发过来的一部分珍贵的老照

片，这便是其中的一张。

“我们正准备举办一个百年胜芳照片展

以展现胜芳古镇文化和历史记忆，包括这些

英国传教士所拍摄的照片以及来自民间和镇

史志办（党史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收集的反映

民俗民风的珍贵老照片。现在，我们愈发认

识到老照片的价值所在。”张玉良说。

寻找胜芳旧影 收藏小贴士
相关链接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杜亚欣 通讯员

刘拥东）书协主席当街写春联、送春联，

梅花奖得主来到群众中间唱京剧，宣传

文化部门入村送彩电……近日，河北省

石家庄市“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在石

家庄市深泽县红火展开，瑟瑟寒风挡不

住人们的文化热情，来自河北省会的近

百名文化工作者兵分三路，为深泽人民

送来一道道文化大餐。

记者从石家庄市文广新局了解到，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该市2013年

“三下乡”活动在深泽县启动，活动以“惠在

何处、惠从何来”为主题，开展包括“项目扶

贫、文艺演出、政策宣讲、捐建电视村”在

内的多项惠农活动。活动帮扶资金、物资

和信贷折合总金额高达 1.17 亿元，创历

年之最。其中，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向深

泽县纸房村每户家庭捐赠一台液晶电视

的消息，为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

1 月 18 日上午，一辆载有 66 台液晶

电视的白色货车驶往纸房村，这里张灯

结彩、喜气洋洋。在村民杨景田家中，

新购置的家具配上新的液晶彩电，让杨

老汉乐得合不拢嘴。当天上午，66 台液

晶电视全部送进农户。除此之外，附赠

的党的十八大精神张贴画、惠民图书、春

联等物品也一一送出。

与此同时，在深泽县石油礼堂内，一

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刘丽莎、赵玉

华担纲的文 艺 演 出 吸 引 了 上 百 名 观

众。数日的阴霾阻挡不住群众对戏曲的

热爱，还有许多观众从十里八村赶来一饱

眼福。开场舞《盛世欢歌》鼓舞人心，小品

《搞对象》诙谐幽默，压轴戏曲名段《大登

殿》、《桃花村》、《红灯记》等精彩节目将演

出推向高潮。一位票友说：“一直想去石

家庄看一场《桃花村》，没想到今天在家门

口得偿所愿，还是村里给发的免费票。”

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炜）腊月里的

苏中大地虽处严冬，但午后阳光依旧带来融

融暖意。1 月 26 日，江苏省高邮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新年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来到

高邮市卸甲镇大庵村，献上了一台丰富多

样、内容贴近百姓的精彩演出。

为了便于广大村民观看演出，主办单位

特地把演出时间放在午后天气比较暖和的时

段进行。下午 1 点演出开始前，大庵村文化

广场早已挤满了男女老少。随着主持人一

番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女声独唱《欢聚一堂》

拉开了演出帷幕，表演唱《晨练》演绎了广受

村民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话题，音乐说唱小

品《四 大 嫂 话 小 康》中 4 位 大 嫂 用 丰 富 多

彩的语言说唱新旧生活的对比，表达着对

小康生活的向往。高邮市文化馆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这 4 位大嫂都是退休的文化

站站长，现在是活跃的文化志愿者。扬剧

是苏中地区最受欢迎的地方戏，演员一出

场便赢得满场喝彩，高邮扬剧名角一曲扬剧

清唱《水乡三月好风光》引来全场热烈掌

声。还有女子演唱组合表演的高邮民歌《西

北乡》和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轻歌曼舞、

声情并茂，让现场观众如痴如醉……大庵村

文化广场其乐融融。

演出结束后，大庵村党支部书记杨方晗

说：“希望能常来我们村里演出。村里文化

氛围形成后，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

了，村民中打麻将的少了，参加各类文化活

动的多了。”村民陈凤山连声说：“节目演得

很好，个个都好看，这么好的演出拿钱还买

不来呢，真实惠！”

卸甲镇文化站站长郭建中告诉记者，高

邮市 2012 年组织了第六届农民艺术节、农

村群众文艺新作调演、优秀乡村大舞台评选

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市里送演出到

乡镇，镇里组织节目到各村巡演，形成了城

乡联动、上下互动的浓厚氛围。

江苏大庵村：精彩演出好看实惠

左图：20 世

纪 20 年 代 基 督

教 童 子 军 在 河

北 霸 州 胜 芳 街

头表演。

右图：胜芳

戏 楼 当 年 的 繁

华景象。

詹姆斯·纪满 摄

唱片店的明天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