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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的红色收藏门类

一、毛泽东像章。全国收藏毛泽东
像章者至少有15万人，收藏门槛低，存
世量大，全国有4位收藏者占有毛泽东
像章数量在16万枚以上。

二、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红色
藏书。

三、“瓷器”。特指在上世纪60年代
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间各地陶瓷厂
生产制作的陶瓷器皿精品。如装饰瓷
件、生活器具、毛泽东雕像、反映当时风
貌的瓷版画等。

四、红色经典美术创作。带有毛泽
东肖像或形象的红色油画最令人瞩目，
代表作为刘春华1967年创作的《毛主席
去安源》等。

五、“红宝书”系列。毛泽东著作当
年被称为“红宝书”，特指《毛主席语
录》、“三合一”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
作选编本。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语
录》国内外各种版本有500余种，但不同
版本的价格相差悬殊。

六、新中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三
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
业史》)；“青山保林”(《青松岭》、《山乡巨
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三花”
(《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等初版
本、精美插图本及首版首印连环画。

七、红色老照片。昔日不引人注目
的老照片已成为新的收藏投资品种。

八、历年国庆专刊。在各类主流收
藏品中，“国庆”均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1974年以前存世量少的、封面设计精美
的品种更为珍贵。

“毛主席像章”也分

“三六九等”

普通章：因发行量大，设计一般，
图案单调，品相稍差而不被藏家青
睐。这样的章价值自然就便宜，市场
上随处可见。精品章：精品章不仅是
品相要好，并且记录了本地区，本单
位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大活动，图案
上的毛主席像有特色。市场价格一般
也是百元一枚。珍品章 :珍品章大都
是设计精美、工艺考究，记录所重大
历史事件，省部军级单位制作，并有
对章、套章、系列章、异形章之分，市
场价值超过精品章10倍至20倍甚至
更多。

极品章 :极品章常使用金、银、
铜、象牙、紫砂、玻璃、瓷质等多种珍
贵材质。背面也常刻有“中国”或驻外
使领馆或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地区等
文字。记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有
的集诗、书、画于一体，同时也兼有对
章、套章、系列章、专题章、异型章、错
版章之分。

从油画到红色邮票、从“红宝书”到领
袖像章，近年来，红色藏品成为收藏界的宠
儿。一般来讲，“红色收藏”广义上指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
立和解放、进行革命战争、建设新中国等活
动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遗
存品的收藏。由于历史时间接近、群众基础
深厚，以及红色收藏品具有的特殊年代情
怀，迅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藏家的喜
爱与追捧。

▲连环画 《林海雪原之智取威虎山》

历史情感与工艺
价值并存的红色收藏

红色收藏一直是收藏市场
中比较活跃的门类。它不仅是一
项收藏活动，更是对过往岁月的
承载，许多藏家就亲身经历过那
个火热的年代，是历史的见证
者，对历史遗留物品和反映历史
情感的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
怀，因此红色收藏与其他类型收
藏有着明显的区别。

除了情感因素，红色藏品之
所以受到追捧，还因其凝聚了无
数劳动人民的心血，不少藏品因
品质上乘、存世量稀少，成为了
精品中的稀品。业内人士指出，
红色收藏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
为当代人及后来者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纪念品、工艺品，还是研
究中国现当代史的丰富资料和
实物佐证。以受到藏家追捧的

“7501”毛主席专用瓷为例，为烧
制这批瓷器，当年的工业部陶瓷
工业科学研究所专门组织了40

多位顶尖高手，突击研究设计，
选用最好的材料，用最好的工艺
进行生产。这四十余名技术过硬
的设计、制作和生产人员，其中
包括国家级陶瓷工艺美术大师
王锡良，高级工程师徐亚风、刘
平和彭召贤等人。从选料到成
型，从配釉到彩绘，直至烧结、
包装等大部分工序，都是靠手
工完成，品质精良可见一斑。
因此，许多红色收藏精品具有
了很高的工艺价值，市场价格
更是不可小觑。

近20年投资价值
得到充分开发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
众对像章、革命宣传画的收藏就
已开始，随着时间推移，红色收
藏这片价值洼地被迅速开发出
来，藏品价格更是一路飙升。红
色藏品价格上涨幅度大部分超
过10倍，有的甚至百倍千倍。像
藏家关注的像章、连环画、宣传
画和邮票、瓷器、纪念币等门类，
就迅速呈现出巨大的升值潜力。

据了解，今年六月在香港举
行的湘绣湘瓷艺术精品拍卖会
上，由前醴陵群力瓷厂烧制的一
套74版釉下五彩毛瓷碗以800万
元一举摘得“拍王”桂冠，刷新了
现当代陶瓷艺术品的拍卖纪录，
再掀红色收藏高潮。这套毛瓷由
月季、芙蓉、红秋菊、红梅、蓝菊
五个不同花色的碗组成，其瓷质
晶莹如玉，壁厚不足毫米，品相
精美，代表了新中国陶瓷工业的
最高水平；而毛主席像章这一门
类，藏品存世数量虽大，但价格
依然能保持在每年10%的增长幅
度，名章的价格更是翻倍，其中，
一枚五十年代国营天津金店
22K金毛主席像章在2011年嘉德

拍卖中，更是拍得1 . 1 5万元高
价；而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
年发行的5盎司金币，发行价不
到2万元，20年后涨至115万，涨
幅超过500%；2003年毛主席110

周年纯银纪念章，起售价9900

元，现已上涨至10万元一套，涨
幅高达10倍；而北京“中国书店
2010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
上，一套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则以21 . 28万元人
民币的天价成交，一时间轰动了
整个藏书界······近20年来，越
来越多的高价充分体现出“红色
收藏”藏家的人数增多，而红色
收藏广阔的升值空间也得到人
们广泛认可。

红色题材画作屡出天价
重燃激情岁月

在红色收藏的大潮中，最不
应忽视、屡屡拍出天价的，当属

“红色题材”作品。当像章、邮票
等收藏升温后，许多经典作品开
始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现，其
鲜明的时代面貌、精湛的技法，
是目前许多当代藏品所不能及
的。所谓“红色题材”，主要是指
1949年至1976年间采用现实主义手
法创作的一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
的作品。它们带有特殊年代的印
记，虽然表现手法似乎离我们很
遥远，但却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经
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状态，具有
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自1995年嘉德秋拍著名油
画《毛主席去安源》拍出605万元
高价以来，红色经典开始成为拍
场常客。随后2007年，陈逸飞的

《黄河颂》在嘉德拍卖会上受到
藏家的青睐，以4032万元的天价
成交；2009年嘉德春拍中，沈嘉
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以
795 . 2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2012

年春拍，李可染的山水画《万山
红遍》以超过2 . 9325亿元的价格
成交；至今年5月，吴作人作品

《战地黄花分外香》在嘉德春拍
中也以8050万元成交，创出今春
油画板块首个高价。

专家认为，红色题材作品在
当年的宣传力度如何，涉及的历
史事件、政治地位高低，有无广
泛的印刷品流传于世，是否获得
重要的奖项，在百姓间的知名度
如何等，是决定红色题材画作昂
贵与否的重要元素。据了解，许
多助推红色题材创作的藏家多
成长于“红色年代”，激情岁月与
他们的青春记忆难分难舍，人们
的怀旧心理更对“红色题材”走
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红色收藏
知识、心态很重要

从2003年以来，市面上红色

收藏的流动量已经很少，藏家
不会轻易向外抛售，造成了市
场上“老、精、稀”藏品价格的
水涨船高，同时，市场中也出
现了大量赝品、次品。资深藏
家提醒，投资红色藏品，一要
辨清真假，二要看准藏品的分
量，三要估准投资价位，注重
价值高、增值潜力大的品种，
对于能够成系统收藏的藏品，
藏家可以进行专题收藏，比如
农村题材、知青题材等。刚入
手的藏家除了要有足够的红
色历史知识外，还要研究相关
材质，以免“打眼”。以书籍、像
章为例，藏家可以从书籍的纸
张、油墨与封面字体等方面进
行辨别，几十年前的纸张质量
一般较差，多为稻草制成的图
纸，有微微泛黄的感觉，而油
墨的质量也不太理想，油与墨

的感觉都不太均匀，与现代纸
张有很大差别；在像章辨别时，
原版的像章颜色比较鲜艳，亮度
较高，多为烤漆制成，而仿制的
颜色较暗，油漆多是直接漆上
去，而并非烤出来。

红色收藏每逢重大节日必
涨是规律。今年是毛主席诞辰
120周年，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
追忆主席风采、重温峥嵘岁月的
红色收藏更将成为热点。值得一
提的是，中国人对红色历史抱有
纯真而热烈的感情，珍视其中所
蕴涵的历史记忆、思想感情和人
生信仰，玩的是一种怀旧心理和
激情追忆。如果单纯为了投资升
值而搞红色收藏，难免会有浮躁
和焦灼心理，不仅失去了很多把
玩、鉴赏的乐趣，也失去了收藏
的本真意义。

（东野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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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

③74版釉下五彩毛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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