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喜欢“红色收藏”的人，家住合肥兴园小区的市民岳斌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红色藏品爱

好者，在10年时间里，他搜集“毛主席像章”、油画相册、文革镜等藏品就达上万件。 记者 董艳芬

收藏人物

初衷：用藏品还原一段红色生活

现年38岁的岳斌收藏文革物品有10年

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我有着特殊的情结，

总希望通过这些物品，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一

段特殊的红色生活。”岳斌告诉记者。

当年，家家户户家里都贴一幅毛主席

画像，或摆上一座毛主席雕像。所有人早上

起来，必着装整齐地拿着《毛主席语录》念

上一段，晚上睡觉前再念一段。正因为语录

一定不离手，有些版本还有专门的单肩红色

塑胶包装着，或者设计小巧可以装进口袋

中，总之便于随身阅读。

而那时的年轻人最流行穿绿军装，胸

前戴毛主席像章。口袋里那牛皮制成的皮

夹上一定印有经典的东方红图案等等……

成就：10年搜罗到万件红色藏品

走过漫漫十年收藏路，岳斌已经从全

国各地搜罗到上万件红色藏品。

“每个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但是它

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我有缘。”岳

斌告诉记者，自己的很多“宝贝”是从合肥花

冲公园旧书市场淘回来的，为了不错过任何

“寻宝”的机会，10年来，他已经养成每个周

日逛花冲公园的习惯，而为了赶个早市，一

般四五点就从家里出发。“冬天的时候经常

是打着手电筒找东西。”岳斌笑着说。

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岳斌逐渐结识

了不少圈内的朋友，收藏的范围也从合肥扩

展到全国各地。西安、浙江、山东等地的红

色藏品交易市场上也经常出现他的身影。

毛主席像章、宣传画、文革用品、书刊

创刊号……岳斌目前收集的红色藏品已经

达到上万件，满满当当塞了一屋子。

心愿：在小区举办红色藏品展

现在的岳斌在合肥红色藏品界已经有

了名气，业内估算，他收藏的这些物品市价

几十万元。在与同行交流中，不少藏友也希

望岳斌能转手部分藏品给自己，但是都被他

婉言拒绝了。

“不管价值几何，我都不会卖的。这些

都是我的心血，实在是舍不得。”岳斌坦言，

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下班回家到收藏

室呆上一会，特别满足。他透露了自己的一

个心愿，那就是在社区举办一个红色藏品

展，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一段红色历史……

10年搜罗万件“红色藏品”
市民岳斌的“红色收藏”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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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专家：从图

片 看 应 该 属

于 一 张 老 东

西，而且画得

非常精致，很

有收藏价值。

在线品鉴

一瓶老茅台，价值两三万收藏市场

老茅台酒价值几何？

茅台酒价格的走高，也带动了老茅台

酒的收藏。今年 4 月 10 日，在“贵州省首

场陈年茅台酒专场拍卖会”上，一瓶起拍

价为 260万元的“精装汉帝茅台酒”，最终

以 890 万元成交，刷新了茅台酒拍卖的最

高纪录。

茅台酒历史特殊，历来是国内白酒行业

的高端酒。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老

茅台酒如果保存完整，一瓶酒可以卖到3万

元。目前市场上多见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

的老茅台酒，价格大约在2000元～2500元。

老酒保存有门道

同样的茅台酒，越老越值钱。但如果

保存不好，比如瓶塞被虫咬了，松动了，酒

精会挥发。一瓶一斤的茅台，如果挥发到

只剩下九两，基本上就是白水，没有什么价

值了。因而，收藏茅台要会保存。

必须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不要经

常拿出来被阳光照晒，最好是窖藏。否则

就会出现挥发等问题，影响酒的品质。

此外，茅台酒变现困难，投资收藏要慎

重。因为走酒行、饭店、超市、商场一般来说

受政策和法规的限制，基本上走不通。实际

上只有拍卖这一条，渠道非常狭窄。

应广大藏友要求，本报的专家现
场鉴宝活动同时展示奇珍异宝。请有
藏 宝 愿 意 展 示 、交 流 的 藏 友 致 电
18656158321（每日下午），展示、鉴宝
时间届时登报和电话通知。

征宝令

我高中毕业，当过一段时间小学代课教

师后，央求在合肥美术服务部担任领导工作

的父亲把我调到美术服务部工作，因为那里

能见到许多画家的画。

在美术服务部艺术斋，我跟魏老师学裱

画。在那里见得最多的是萧龙士大师的

画。他的兰草、荷花、梅花、雁来红见得最

多，画一打开，离多远我都能认出是萧老的

画。我也很快就认识了萧老。

一次，萧老在江淮大戏院开完政协会。

远远地看他拄着拐棍站在我们店的马路对

面，我赶紧把他接过来，端凳子，倒茶。魏师

傅也赶快招呼。老人家眼睛不太好，圈着手

指在木板墙上看拓好的画，当看到了他的画

时，他笑了，说是送给谁的。

萧老怕耽误我们干活，要回去，魏师傅

叫我把萧老送回家。我挽着萧老，他走路很

快，手里的手杖不是拄着是拉着。

他住仁爱巷文史馆宿舍，进大门往南一

拐就到了。他让我坐下歇一会。我说：“小

孩不累，我还要回去上班呢！”他说：“别急！

别急！你送我辛苦了，我给你画张画吧！”我

心里高兴极了，他从纸筒里拿出一张纸，铺

在画案上，拿了两支笔浸在水盂里，又在大

砚池里倒几滴水，就磨起墨来了。

磨好墨，萧老开始作画。先问我：“你要

啥？”“随便吧！”我想想，又说：“画兰吧！”“好

好，就给你画兰草，我的兰草能传世，你还真

懂行呢。”他定了定神，一笔长，二笔短地就

画起来了，边画边说：“画兰全靠先组成，你

看，长的、短的要抱根，不要散；长叶要有波

折，交叉的要好看，三角交最好看，多交的就

密，少交的就疏，有密有疏才好看。好，叶子

画好了，现在该画花了。画花要用淡墨，稍

蘸一点浓墨，花就有变化……”

一幅兰画好了，浓叶淡花，厚重苍劲，真

是一幅佳作。老人家说：“该题字了。题字

也很讲究，题得好，可以给画增色。题不好，

就累赘了。”老人家又问我：“要上款吗？”我

说：“都行。”他说：“不要也好，这样更有余

地，收着常看看，不要轻易送人。”我说：“我

要把你的画当传家宝，不送人。”老人家说：

“好！好！”

如今，许多人出高价要买这幅画，我都

拒绝了。看到这幅画，我就会想起兰花般清

雅的萧龙士大师。

收藏故事 大师萧龙士为我作画 王文秀

葛介屏画作
星报鉴宝

专家：葛介屏书

法尤擅篆、隶，

严谨端庄，质朴

苍劲，古朴中见

妩媚。偶有画

作，题材多为

梅、菊、竹，饶有

生趣。藏友作

品笔墨不够老

辣，落款模仿痕

迹重。

李百忍作品

星 报 鉴

宝专家：李百

忍的书法结构

奇险、中锋多

变、气势磅礴、

跌宕天成。该

藏品笔画转折

处流露模仿痕

迹，有的笔画

过于僵硬。

尉天池作品

星报鉴宝

专家：尉天池

最擅行草，书

风苍劲浑厚，

潇洒豪放，秀

逸清奇。该藏

品 字 写 得 轻

飘，没有尉氏

的苍劲感。

陈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