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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马年即将到来，传统的马年生肖藏品也受到市民欢迎，走俏收藏市场，不

过，除了生肖邮票、金银纪念币、生肖金银条等藏品外，在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中，值得珍藏的

还真不少，本专题选取其中主要的四大类，以飨读者。

5 盎司金质纪念币背面

收藏长廊 Collection

随着白酒收藏市场的成熟，越来越多的白酒品牌推出收藏级白酒。

节庆里的收藏品

自 1980年我国发行《庚申年》（猴）

特种邮票以来，每年都会发行一套生肖

邮票，这些生肖邮票的发行深受集邮爱

好者的关注，截至 2014年，我国已发行

了 35套生肖邮票。中国邮政于 2014年

1 月发行了第 3 轮马年生肖邮票《甲午

年》特种邮票。与往年相比，《甲午年》

（马）特种邮票的发行进一步带动了生

肖邮票的行情。

与 2013 年下半年冷清的邮市相

比，三轮马年邮票都表现出很强的抗跌

性，《甲午年》（马）特种邮票从发售至今

异常火爆，2014 年春节还未到，马年特

种邮票就已受到邮票爱好者的追捧。

中国邮政《甲午年》（马）特种邮票 1套 1

枚，面值 1.20元，但截至目前，有些类别

在二级收藏市场零售价已飙涨近原价

的 16倍。

比如，面值 24 元的马大版发行数

量相对蛇年大幅缩减，价格却是一路飙

升。未发行时最高预售价已达 220元，

在销售第一天，其价格便飙升至 600多

元。到目前为止，马大版价格虽然有所

回落，但市面价格仍维持在 300 元左

右，按照 24元面值计算，市场价已经上

涨 12 倍多。与此同时，《甲午年》（马）

特种邮票的热销也拉动了前两轮生肖

马票的价格，生肖马票已成为邮票市场

当仁不让的“黑马”。

然而，从理性角度和生肖邮票市场

整体走势分析，价格在 300元左右的生

肖马票，已远远超过产品的真实价值，

因此，在价格逐渐回调的过程中会进一

步下降。以 2013 年蛇年邮票为例，在

发行初期也出现价格最高峰，但目前市

场上销售的生肖蛇票大版张的价格在

100 元左右，已处于稳定阶段。业内人

士表示，预计在年后，马年生肖邮票单

枚将维持目前价位，而大版价格可能会

进一步下降。

针对目前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表示，

虽然生肖邮票有较高的收藏投资价值，

但切勿跟风，目前阶段应放慢购藏脚

步。总体而言，生肖邮票收藏不在多，而

在于精；收藏马年生肖邮票种类不在于

多，而在于全。此外，除中国内地之外，

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澳大利

亚、美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都有马年

邮票发行，可适时关注。

早在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

民银行就发行了一套 2014 中国甲午

（马）年金银纪念币。该套纪念币共

16 枚，其中金币 9 枚，银币 7 枚，均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其中，面

额最大的为 10 公斤圆形金质纪念币

10 万元。 16 枚纪念币中，12 枚背面

图案均为奔马造型衬以装饰马首纹

样，并刊面额及“甲午”字样。 4 枚背

面图案均为中国民间传统装饰马造

型衬以吉祥纹饰，并刊面额及“甲午”

字样。

尽管在 2013年国际金价出现了自

1981 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下跌，但在

2014 年初，国际金价出现小幅反弹，加

之农历春节的临近，礼品销售有所增

长，金币市场整体稍有回暖，马年生肖

金币、熊猫金币等类别的金银币价格

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升。

由于发行量扩大，加之金银币市

场调整、金价回调，与往年生肖金银币

行情不同，马年生肖金银币一问世，便

出现了低开低走的行情，与 2013 年发

行的蛇年金银币相比，马年金银币各

规格均下跌 500 元左右。比如，常规、

销售最好的本色金银币套装在二级市

场的价格一路下跌至 2500 元左右，而

彩色金银币套装的价格也基本维持在

3000元以下。

不过，随着春节临近，礼品消费热

潮让马年纪念币逆势上涨，自发行以

来就一路低迷的马年生肖金银币价格

出现一波上涨行情。其中，马年本色

金银币套币最新的二级市场价已上涨

至 3500 元左右，而彩色金银币套币价

格已突破 4000 元大关，与之前均价相

比，涨幅分别为 40%和 33.33%。

此外，由中国金币总公司发行、

上 海 金 币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销 的

2014 甲午（马）年贺岁金条已陆续在

全国各地中国金币特许零售商处销

售。中国金币生肖贺岁金条已连续

投放市场 12 年，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赞誉，已成为国内黄金市场上的著

名品牌。 2014 年的马年贺岁金条未

销先热，一推出便受到广大消费者及

收藏者的追捧。

金银币的用途主要集中于收藏、

投资、礼品三大渠道，从目前销售情

况看，收藏渠道购买力趋于平稳，但

不少投资者受到金价跌价的影响，

仍处于观望状态。但由于马年生肖

币的寓意比蛇年生肖币更好，而售

价相对较低，长远来看，价格上升的

可能性较大。业内人士建议，对于

普通爱好者而言，可购买常规币作

为收藏；如果是投资者，可选择发行

量少、欣赏价值更高的大规格金银

币长线持有。

□□ 本报记者 黄辉

2014 新春之际，炎黄艺术馆再推

年画大展。展出来自天津杨柳青、河

北武强、山东杨家埠、山东平度、四川

绵竹等民间年画产地的 50余件传统木

版年画珍品，为即将到来的马年新春

增添一抹节日气氛。

过去张贴在普通百姓家的年画，

正在成为收藏界的新宠。作为我国

特有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年画不仅

是增添春节喜庆氛围的工具，同时也

成为文化交流、审美传播、信仰传承

的载体。随着年画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画也成为

众多藏家普遍看好的“潜力股”，其收

藏价值不容小觑。近年来，年画开始

出现在各大拍卖场上，其文化价值逐

渐得到认可，收藏价值也逐步体现。

在 2013 年 6 月北京传是国际拍卖

有限责任公司的春拍中，李可染、力群

等人合作完成的《新年画选集》套色木

刻就以 13.8 万元的高价成交。而在

2010 年 3 月，中国嘉德第 21 期拍卖会

中，清刻印本“桃花坞刻百寿图”等四

种以无底价起拍，最终以 3.92 万元的

高价成交。

按照印制工艺而言，年画分为木

版年画、水彩年画、扑灰年画和胶印年

画等多种类型，但最具收藏价值的当

属木版年画。木版年画技艺多为世代

相传，工艺考究，镂刻精微，因此数量

较少，其制作工艺要经过画稿、勾线、

木刻、制版、印刷、人工彩绘、装裱等工

序。此外，年画属于消耗品，一年一

换，人们也没有保存意识，所以，品相

完好的精品很少。

从题材而言，年画包括传统的神

像类、美人童子类、吉祥图案类、历史

人物及故事类年画等，他们是收藏的

主流。除传统题材外，清末民国时期

一些反映特殊历史事件的年画，不仅

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还有很高的

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比如，变法题

材的《捉拿康有为》、表现反帝国主义

侵略的《女儿习武》等，升值潜力巨大。

同其他收藏品一样，年画同样也

是越古越贵。晚明以来，在民间年画

的内容中，戏曲占有很大的比重。在

历经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存世的明清

时期年画数量极少。老木版年画因存

世量少、艺术价值高而受到藏家追

捧。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文革”期间出

现的新年画，也属收藏佳品。《爱学习

爱劳动》、《生男生女都一样》等新中国

特有的题材也出现在古老年画上。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用

年画的习俗逐渐荒废，年画显得愈加

珍贵，逐渐成为博物馆的收藏品。

近年来，木版年画的价值不断提

升，过去很少有造假的木版年画现在

也出现了仿制品。收藏木版年画，尤

其是明清时期木版年画，要辨明真伪：

首先，老木版年画是传统手工工艺，以

刀代笔，均用天然矿物颜料或植物颜

料设色，印出的色泽自然厚重，而仿印

新品是用平面油墨印刷，无刀痕，颜料

是油制工业品，过艳过亮。其次，因为

上色技术有限且年代久远，古年画的

线条尤其是边框处的线条都不可能太

过匀称，而新做的所谓老年画则一般

都条纹清晰匀称。此外，老木版年画

一般都用手工宣纸印刷，仿品一般用

机制宣纸，这也是较易辨伪之处。

自“塑化剂风波”及 2013 年颁发

“限酒令”后，白酒行业销量一落千

丈。业内人士表示，2014 年白酒企业

销量市场会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出

现扭转局面的迹象。

消费市场的一蹶不振也延伸到

了白酒收藏和投资市场，人声鼎沸的

老白酒拍卖现场现在已冷清了许多，

不少炒到最高价位的白酒品类价格

也逐渐回落，使得前几年蜂拥入市的

不少投资者损兵折将。不过，由于国

内存在较大的白酒消费群，在顶级白

酒收藏浪潮中，很多人也开始从消费

转移至关注白酒收藏，即便在当下白

酒整体市场不乐观的环境下，一些习

惯型消费者仍会购买相应数量的收

藏级别的白酒，既可作为日常饮用，

也可作为藏品。此外，随着西方红酒

收藏文化的不断渗入，白酒收藏前景

被普遍看好。

在白酒收藏与投资市场中，茅台、

五粮液等顶级白酒品牌是其中较受欢

迎的品牌，此外，在 20世纪不同时期曾

被评选为“四大名酒”“八大名酒”的白

酒老品牌也深受收藏爱好者欢迎。在

最近几年白酒收藏热的推动下，茅台、

五粮液、剑南春、古井贡酒等一线白酒

品牌，也开始发力白酒收藏市场，纷纷

推出高端收藏级白酒，不仅注重产品

的口感和品质，更注重收藏级白酒的

包装和设计。

白酒收藏与其他收藏品一样，关

键在于藏品背后承载的文化，白酒具

有悠久的酒文化，越是珍品荟萃、独具

特色的品类，其文化底蕴越厚重，价值

也不菲。对于那些具有历史、在当代

也发展较好的高端白酒而言，只要保

存妥善，发行量越少，保存时间越久，

利润空间也就越大。因此，对于消费

遇冷的 2013 年高端白酒市场而言，白

酒收藏受此影响并不明显。

“酒是陈的香”，白酒收藏要从度

数、类型、年份、数量和包装等方面入

手。并非所有的白酒都适于长期储

存，只有纯粮酿造的高度白酒才能长

期储存，勾兑而成的低度酒并不适合

长期保存，也就不适合收藏。

另外，在尚处于初级白酒收藏的

市场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

体制不健全、缺乏价格标准、文化底蕴

和附加值不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

具有文化底蕴和附加值的产品以次充

好，旧瓶装新酒现象普遍存在。收藏

级白酒除造假外，最大的隐患在于一

些厂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混淆陈年

白酒与白酒收藏概念，推出了所谓的

“陈年珍藏”“陈年窖藏”品类，实际却

是不折不扣的新酒，严重扰乱了白酒

收藏市场。

白酒收藏热大致出现在 2000年左

右，老酒收藏最初大多是因为其市场

价值，更多关注的是升值潜力，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些投资者和收藏家开

始对酒身上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以及

通过实物对中国近现代酒文化演变的

探寻成为关注的目标，培养出一批关

注白酒收藏的收藏者和投资者，未来

发展空间仍旧值得期待。

对于收藏型白酒购藏来说，首先

要关注收藏品种的品质、稀缺性和

文化价值。其次，关注知名品牌的

陈年白酒，值得收藏的高端白酒未

来仍将集中在少数品牌。再者，关

注一些口感好、性价比高、具有特殊

意义的陈年白酒，包括名酒的年份

酒、限量酒以及酒企的重大活动，或

为了国家重要事件、重大活动而推

出的纪念酒等。最后，陈年白酒不

乏造假、滥竽充数者，作为专业的收

藏者，一定要多学、多看，学习白酒

真假鉴别知识。

马年邮票先扬后抑

高端白酒步入收藏时代

民间年画进入博物馆

马年金币逆市上升

杨柳青年画

以马为主题的年画

银行发行马年金币

马年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