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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电脑、手机的年代，“小人书”陪伴着
几代人走过了整个童年，承载着时代的记忆。看
小人书是童年的消遣， 也是文化启蒙的重要途
径。然而谁能想到，当年几毛钱一套的小人书，
如今到拍卖市场上价格数以万计？

时至今日， 小人书已经成为收藏市场的抢
手藏品，价格早已水涨船高。以上世纪60年代出
版的一套《西游记》为例，在近日举行的全国连
环画交流会上，就拍出了1.2万元的高价，它的
原价只有0.2元。

不仅如此，早年的小人书，如《杨根思》等题
材，均卖出了可观的价格。

六本《西游记》原价两毛，拍出1.2万高价

日前在浙江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连环画交流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人书藏家参加了品鉴、
展览和交流拍卖活动。其中，由舟山的“连迷”
（连环画收藏迷）史先生拍走的一套《西游记》连
环画成为展会焦点。据了解，这套连环画并不完
整，只有六本，却因品相近十品，出版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被大家“争抢”，最后拍出1.2万元
的高价。它的原价则只有0.2元。

据介绍，在今年的活动中，主办方共收到数
百件来自圈内外的连环画拍品， 经过专业鉴赏
后，共有33件品相达9品以上的民间藏品进入拍
卖。

“今年与去年相比，连环画圈外市民参与鉴
赏、交流的热情明显提高，不少‘连迷’从以前纯
粹的‘走马观花’看连环画，到今年带着自家的
‘宝贝疙瘩’来到现场，更加有价值意识。”活动
方表示， 目前连环画已成为艺术收藏品的一大
门类，全国“连友”达十几万。

《杨根思》等知名题材连环画受捧

除了拍出高价的《西游记》之外，一本由宁
波市民周先生带来的、 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绘画
的《杨根思》，由最初的无底价经过多轮“争夺”，
最终以700元的价格被大连的“连友”勇本忠拍
走。此外，还有不少热门题材的小人书也拍得了
不错的价格。

老画家陈云华表示， 连环画作为一种古老
的汉族传统艺术， 与其他国家的漫画作品有着
很大的区别，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在交流会现场， 记者发现连环画鉴赏区域
聚集的人群最多。来自宁波海曙的“连迷”、70多
岁的王先生拿着整套的《红楼梦》正在请连环画
收藏专家钱军老师鉴赏。

“一本价值高的连环画，品相是生命，同时
还要兼得作家年代、题材和画家这几大要素，这
套连环画最大的劣势就是品相属中下， 影响了
其收藏价值。”钱军说。

两毛钱的小人书价涨6万倍
连环画渐成投资热点

收藏提醒

品相是“生命”
年代越早越好

图文并茂、老幼皆宜的连环画（小人
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我国各大城市
收藏品市场上十分抢手的热门收藏品。对
连环画收藏感兴趣的市民，收藏时应该注
意哪些细节呢？

1.时间上越早越好。由于全国众多出
版社已不再出版连环画， 因此现存的、年
代越久远的越有收藏价值。新中国成立前
的尤为珍贵，其他依次为五六十年代、“文
革”时期、80年代等。年代愈早且能完整保
存下来的，愈为珍贵。

2.系名家所绘。名画家如刘旦宅、赵
宏本、贺友直、顾炳鑫、王叔晖、华三川等。
名家所绘者有艺术和收藏双重价值，一些
著名画家如范曾、戴敦邦等当初正是从绘
制连环画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另外，这些
名家绘画的作品多曾获得国家级大奖。

3.版本早的。从版本上说最初版的是
最好的（即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大都精心
绘制、装帧优美。相对来讲时间越晚、印量
越大的收藏价值越小。

4.品相完好的。和集邮一样，连环画
十分讲究品相，封面封底俱全、内页要求
保存完好、无明显污损。当然，在遇十分难
觅的，封面、封底稍有缺损者还是应当有
心留存，否则便可能有“一失手成千古恨”
之憾事。

小贴士

怎么才能集到有价值的题材？

全集型。连环画题材广泛，种类繁
多，全集型种类全、难度大，价值也大。

专题型。 可按不同题材、 艺术、时
期、作者或出版社以区分。还可专门收
藏同一题材不同版本，对日后深入研究
定会获益匪浅。

专集“文革”型。30多年过去，其存
世量日渐稀少， 有代表性的更加难觅。
这类题材十分珍贵。

专集套书型。成套品种由于内容丰
富、连续性强，往往为许多人所青睐。如
套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
《东周列国志》等。

■据钱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