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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季，各大錢幣市場相繼步入「歇夏期」，不過，今年
的市場行情卻與前幾年有所不同，不少該板塊商家都表示不管
是客流量抑或是成交量，都比往年同期要好很多，包括第三套
人民幣在內的部分藏品交易量甚至有所增長。
第三套人民幣近幾年市場走勢一直平穩，價格上下波動幅度

不大，但今年出現了爆發式上漲。與幾位藏家了解市場情況，
得知「棗紅一角」與「背綠水印壹角」，在市場上均有不錯表
現。而第三套人民幣中的「花魁」要數「背綠水印壹角」，也
就是1966年發行的1角紙幣。錢幣背面為綠色且帶有五角星和
古幣兩種水印，據說因流通不便被提前回收，從而造成存世量
稀缺，不過此舉亦成就了其第三套人民幣收藏中的「幣王」地
位，目前的價格在4萬元附近徘徊，藏家對漲幅表現十分期
待。不過錢幣收藏亦都要心明眼亮，「第三套人民幣行情的升
溫，除了市場的正常發展推動之外，不排除有炒家受利益驅使
而大力炒作的因素導致。」為了規避風險，受訪藏家特別指出
在入手第三套人民幣時，要盡可能選擇一些真正具備收藏價值
的「老」、「精」、「稀」品種，除價格穩定，亦可信任其平
穩上漲趨勢。「波動幅度不會大，而且因為已經退出流通市
場，存世量較少，炒作空間也就相對小一些，零散的收藏者在
有選擇地入手精品之後，長期持有做長線投資，未來必將有較
好的收益。」
紙幣收藏價格有諸多影響因素，藏家介紹說品相是第一影響

因素，對於有相同品相或有單獨包裝的票券，如成原捆、原
條、原箱紙幣或連體鈔，其價格還受其它因素影響。第二是紙幣號碼，目前
市場認可度依次是：8888、6666、888、666，俗稱「獅子號」、「豹子

號」，藏家解釋說最受市場
追捧的是88、66等重複尾
號，含有「4」、「7」兩個
數字的紙幣，價格會偏低，
這是一種市場價格傾向。其
三就是資金波動。藏家亦指
出錢幣的收藏，市場資金對
其價格有很大的影響，甄選
藏品時要緊密結合價值和現
實價格兩個因素，平日亦都
要保持高度關注，最後才是
個體性差異。

香港藝術中心連同日本國際交流基
金及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舉辦「投
向同一時代的目光——日本的現代寫
真 1970年代起至今」攝影巡迴展，
即日起至31日於香港藝術中心包氏畫
廊舉行。展覽用二十三位攝影師的七
十六幅作品，總結1970年代以後日本
攝影家所展現出來多樣的攝影表現，
呈現出七十年代至今日本的變化軌
跡，以及不同攝影師同期對於社會變
化的藝術詮釋。
是次攝影展於2006年起已曾到訪世

界各地包括35個國家和城市，由前
言、結語及兩個章節構成。東京國立
近代美術館策展人增田玲為香港觀眾帶來日本具有代表性的23名攝影師所拍攝的76件作品，由森山大
道令人震懾的作品開展的第一章《變容的社會》，是以表現人類的社會性為創作主題的作品。透過拍攝
人們的日常生活，作品不經意間流露了社會的變遷。在此章節展出的著名攝影師包括荒木經惟、東松照
明及北井一夫等；而在第二章《變化的風景》當中呈現了都市、郊外和自然的景象中出現的風景變化。
這部分的作品反映了在1970年代初日本因經濟快速增長而產生的巨大變化，在本節出現的知名攝影師
包括Takashi Homma (ホンマタカシ)、鈴木理策及高梨豊等。
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表示：「藝術中心多年來一直致力透過展覽、藝術教育等項目推動當代藝
術，促進文化交流是我們其中一個目標。是次，我們很榮幸能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再度合作，舉辦此

富有質素和影響力的展
覽。攝影作為其中一個
藝術流派在香港一直非
常流行，日本攝影尤其
受到重視。而我們亦就
是次展覽舉辦延伸講座
活動，講者包括知名的
日本攝影學者和香港文
化評論人，這將會是一
個極好的機會給從業者
和攝影愛好者進一步討
論攝影在亞洲的發
展。」 文：張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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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代寫真展
森山大道、荒木經惟齊「上陣」

記者手記

紙幣收藏幾點要素

■渣打銀行於1939年發行的500元
鈔票，非常罕有

■滙豐銀行於1927年至1959年2月間發行的10
元紙幣，俗稱「大棉胎」

■渣打銀行150元紀念鈔票

■■第三版人民幣第三版人民幣

鄧慶元，59歲，退
伍軍人。無論從什麼
標準衡量，他都是一
個地道的撲克迷，從
上世紀90年代以來，
在鄧慶元偌大的儲藏
室裡，陸陸續續「進
駐」了3000多種大大
小小超過3萬多副各異
的撲克牌，用他自己
的話來說「這些，收
藏的不僅僅是價值，
更是文化，是滿載寓
意的人生。」
出生在青島的一個
普通家庭的鄧慶元，
兒時就很喜歡玩撲
克，但當時並沒有收
藏的概念，而且作為家裡的老大，原本好玩撲克的熱忱也慢慢被現實沖
淡。直到鄧慶元28歲時收到一份特別的禮物，兩盒四副帶有紅樓夢和水滸
題材插圖的撲克，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種花式撲克，精美的畫質深深吸引
着鄧慶元，也喚醒了內心的摯愛，至此開始了長達30多年的撲克收藏之
路。

曾一次購買數百副撲克牌回家
來過他儲藏室看過的人，會覺得像博物館。從青島風光到日本動漫，從
四大名著到百科知識再到世界名畫、體育明星……古今中外，內容包羅萬

象，有些也早已價值不菲。「對我來說，
開始了就沒辦法結束，只要看到花式撲
克，我就會買回來。」每年，鄧慶元都會
遊走各地，與其他藏友交換交流，搜尋一
些特式的撲克牌。「以牌會友吧，我也交
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最多的一次，
鄧慶元從北京撲克館拖着十幾箱幾百副的
撲克牌回家，鄧慶元很樂在其中也很享
受。

8年輾轉尋得伊戰通緝令撲克牌
而眾多撲克牌中，一副尚未開封的是鄧

慶元最喜歡的，不僅因為它來之不易，也
在於它背後標刻了一段深刻的歷史：2003
年伊拉克戰爭，美國下達通緝令，印刷的
撲克每張上面都印有通緝高官的頭像信
息。鄧慶元得知後，嘗試過各種途徑終未
如願。直到8年後，垂涎欲得的他才通過北

京朋友輾轉獲得一副。在鄧慶元看來，像這樣，每副撲克都是一種文化載
體和縮影，都會細心研究、貫通內容。如今，他已退休，也有了更多的時
間鑽研，在他的書架上，擺放的是各種有關撲克的書籍。

人生如牌局發揮角色最重要
談起撲克牌，鄧慶元滔滔不絕，不斷向記者介紹撲克牌之中的天地玄機

與人生哲理。「其實撲克的奧妙不僅在此，54張撲克代表一年54個星期
天，大王、小王代表着晝夜，花色代表着四季，所有的點數加起來也正好
是365……」小小的撲克裡，鄧慶元也悟出許多真諦。「每個人都可以代表

其中的一張牌，有人想當大王，有人卻只是小三小四。在牌局中，也不是
只有大牌能贏，小角色發揮好一樣可以贏得勝利，只要擺正自己，正確看
待別人和自己就好。而牌局也更像一個社會，不能只考慮自己，要有利於
整體的發展，傳遞正能量才對。」

文革時期「動物撲克」收藏價值極高
作為資深撲克牌藏友，鄧慶元坦言，近幾年有收藏價值的撲克少了，

「目前市面上還是文學藝術類的撲克普遍收藏價值高。」撲克收藏中，他
強調講究選材，將自己的愛好融入其中。「你喜歡文學，那就收藏詩詞歌

賦，不要貪大求全，量大而雜很難
堅持，只有喜歡才能感到快樂。」
其次是要看發行廠家，要質量可
靠，保證限量發行。「像早期的朱
記撲克，中國撲克館等、文革時期
的也很具有中國代表性。」「目
前，文革時期的花式撲克牌最受推
崇，因為『破四舊』的原因，當時
有部分撲克牌沒有印國王、王后等
圖案，相反以動物來取代，收藏價
值極高。」對於目前在香港市面上
所流通的收藏撲克牌，鄧慶元表
示，其質量與紙牌材質都優於內
地，目前香港各類撲克牌收藏活動
眾多，建議香港藏友多多留意，可
在各類活動中進行交流，獲取目前
撲克牌收藏的最新動向。

鄧慶元鄧慶元3030年年造造「「撲克王國撲克王國」」

撲克牌撲克牌，，這一古老的遊戲紙牌這一古老的遊戲紙牌，，已經有了千百年的歷史已經有了千百年的歷史，，無論中西都有着不同的玩法與文無論中西都有着不同的玩法與文

化化。。而今而今，，撲克牌發展到了今天撲克牌發展到了今天，，人們附加在輕質紙牌上的文化符號愈來愈多人們附加在輕質紙牌上的文化符號愈來愈多，，其價值遠遠超其價值遠遠超

越了娛樂消遣所帶給人們的樂趣越了娛樂消遣所帶給人們的樂趣。。愈來愈多的人開始關注撲克牌愈來愈多的人開始關注撲克牌，，收藏撲克牌收藏撲克牌。。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陳艷陳艷

藏盡天下古今藏盡天下古今

■■鄧慶元如數家珍地談着自己收藏的撲克鄧慶元如數家珍地談着自己收藏的撲克

■鄧慶元收藏
中最大的撲克
牌與最小的撲
克牌

■鄧慶元家的
儲藏室裡都是
裝滿撲克牌的
紙箱

■■鄧慶元家的儲藏室裡滿滿的都是撲克牌鄧慶元家的儲藏室裡滿滿的都是撲克牌 王宇軒攝王宇軒攝

■鄧慶元的撲克牌收藏

文：張夢薇

■■攝影展於攝影展於88月月1717日開幕日開幕。。

■荒木經惟 選自《Subway》銀鹽相紙 ■田村彰英 選自《午後》銀鹽相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