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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纸币退出流通市场又一
次拉近了普通人与收藏的关系。
与其他种类的收藏相比，人民币收
藏虽然难度要低很多，但是依然需
要收藏者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藏友打电话咨
询纸币品相如何鉴别的问题。记
者向钱币收藏老手咨询后，为藏友
们整理出了纸币收藏方面的专业
知识，以及在收藏圈里广为使用的
专业术语。

品相术语

品相是辨别纸币是否具有收
藏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收藏
圈，纸币品相有不同的划分和表
述。

“挺版”指币面清洁坚挺、未流
通的纸币。

“十品”是几乎未流通，但因为
时间久远或保存不当，表面有极轻
度的褪色，没有受过水渍而使表面
失去光泽的纸币。也包括有极轻
度折痕的纸币。

“九品”纸币有较明显的折痕，
票角有最轻度的磨圆，票面无污
染，仍能保持原票的光泽。

“八品”纸币为多次触摸流通，
有几条明显折痕，票面有少量污染
和色斑，但仍坚挺不垂软，边缘无
撕裂痕，票角有轻度磨圆。

“七品”纸币多次触摸流通，票
面已污染，并垂软，边缘有小裂口，
但未延伸到票面图案。

“六品”为长期流通纸币，币角
已磨圆，边缘裂口延伸到图案，但
没有缺损；票面脏或褪色，但票面
图案细节仍可辨认；币垂软，有中
心孔。

“五品”纸币严重磨损，票面
脏，褪色，边缘撕裂并有缺损，币角
磨圆，但无大块缺损。

“四品”纸币币面脏，褪色，图
案模糊，有缺损或大片断裂。

“三品”纸币断裂，有大片缺损
或空洞，票面模糊不清，一般已无
收藏价值。

印刷术语

纸币根据印刷技术也可以区
分出很多种。

“平版印刷”。现今印刷上使
用最多的方法，成本低廉，其手感
方面，币面手感光滑，无凹凸感。

“凹版印刷”。凹版印刷的模
具是用钢板雕刻而成的，模具上的
线条是凹下去的。印刷时线条中
的油墨转印到纸上，形成凸出于纸
面的花纹和图案，立体感很强。由

于钢板的雕刻难度非常高，不易仿
造，所以凹版印刷经常被用于纸
币、证件等防伪要求高的印刷品。

“凸版印刷”。凸版印刷的产
品具有线画整齐，笔触有力等特
点。现在大家对钱币上所说的凸
版印刷，其实不是真正的“凸印”和

“凸版”。真正的“凸版印刷”工艺
目前一般不能印刷复杂图形，在纸
币上只能用于打印流水号码，不能
印刷文字和图案。

“接线印刷”。采用特制机器
印刷，特点是图案花纹能够完成多
种颜色的接线，而且多色线条十分
准确地衔接，不同颜色交接处，既
无空白又不重叠。接线可以干胶
印接线，也可以凹印接线。

“胶版迭印”。几种颜色油墨
在一次套印的基础上，再用几种颜
色迭印，这样就形成了多种颜色。
这种印刷一般用在小方块的装饰
图案上。

“双面对印”。在印制纸币时，
正背面对印规矩精确，这也是比较
高的印刷技术。这种方法目前仅
限于胶版、凸版印刷上。

“花纹对线”。这是底纹印刷
的一种新工艺。

数量术语

在纸币数量的形容上，收藏圈
中也有专用术语。这其中最常被
用到，也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一
刀”，即100张连号纸币。此外，纸
币收藏中还有一捆、一条、一包、一
箱等术语。

“一捆”为 1000 张连号纸币；
“一条”为 5000 张连号纸币；“一
包”为10000张连号纸币。“一箱”的
数量不是定数，会根据纸币面值而
有不同，需要仔细区分。

中国的钱币可分为四个类型：

1. 古钱类。可从商周时期的
刀布币至 1912年用翻砂手工铸造
的钱币。

2. 中国近代币。从清光绪后
期开始至1949年的钱币（包括机器
制造金属币）。

3. 纸币。指清代以前的古纸
币及清代以后的银行纸币、钱庄券
和临时代用券。

4. 现代钱币。一般指 1949年
以后发行的第一版、第二版人民
币、流通纪念币、非流通纪念币、兑
换券和金银纪念币。 （阿木）

链接
外国钱币也可分为四个类型：

1. 正在流通的世界硬币。一
般每个国家发行 2 种至 15 种不同
面值的硬币，总数约 2000 种。如
果将不同的发行年份作为收藏的
话，这个类型的钱币总数在 3万种
左右。

2. 正在流通的世界纸币，总数
在 3000 种左右。有人以印刷年份
和行长签名区分版别，则版别总数
有两万种之多。

3. 退出流通领域的外国传统
币。这种类型的收藏难度较前两
种类型要大得多。由于传统外币
的收藏价格和升值率大多高于流
通外币，传统纸币的收藏价格又比
流通纸币低，所以我国收藏者对这
一类型钱币兴趣要大于流通币。

4. 题材性外币。这种类型的
收藏爱好者人数比较多一些，其中
包括外国纪念币、各国双金属硬
币、直径 40 毫米的大镍币以及各
类图案的外币,还有钱币收藏爱好
者从钱币面值上选择收藏内容，如
有人专项收藏带有“一”的钱币，如
一分、一角、一元、一法郎、一马克、
一日元等。

钱币收藏中的
专业术语

今年春拍市场，高古玉表现
令人惊喜，业内喻之为“黑马”。

据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
心研究员、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季涛介绍，内地最
早拍卖古玉的是北京翰海拍卖公
司。1994年秋拍，北京翰海首届
拍卖会就上拍25件古玉。其中
除两件宋玉外，其余均为清代玉
器。同年，中国嘉德也上拍42件
古玉，其中元玉1件，明玉3件，其
余也均为清代玉器。自那时起，
擅长古玉鉴定与拍卖的翰海每年
都有古玉上拍，至今一直没有间
断，但与明清玉相比，多年来高古
玉均出现上拍量低、成交价格也
相对较低的情况。

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发
布的一份调查数据，从 2012 年
起，玉石器的拍卖行情就一直逐
渐下滑。2011年，中国玉石器共
上拍33055件，成交 15280件；到
2015 年的时候，中国玉器相比
2011年上拍量方面上升4.32%，成
交量下降 30.62%，分别为 34483
件和 10602件。从 2012年开始，
中国艺术品就出现调整趋势，到
2015年平稳调整期，中国艺术品
已没有当年那般“疯狂”，虽然上
拍量有所上升，但成交量的大幅
下降也充分说明一部分资金的撤
出。

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统
计，从2010年—2015年，5万元以
下玉石器拍卖成交量占比最大，
达68%；10万—50万元区间的占
比 15% ；5 万 —10 万 元 的 占 比
12%。在成交额方面，100 万—
500 万元区间占比最多，达到
30%；10万—50万元区间的成交
额也达到总量的 21%。由此可
见，虽然高价位拍品单品价格在
占比方面有优势，但总体来说50
万元以下的玉石器拍品才受到藏

家和市场的青睐。
今年香港春拍上，高古玉异

军突起，表现出色，有业界人士认
为，高古玉的春天来了。

季涛却不认同。他认为，未
来高古玉市场的走向，目前还不
十分明朗。原因是高古玉常来自
墓葬，著录出版较少，难得有序传
承，其研究也不足，懂高古玉的人
也相对较少；同时，高古玉因涉嫌
墓葬出土，国家严禁民间交易和
拍卖。投资者不愿意买高古玉，
也怕买了将来不容易出手。因
此，价格就起不来。

“海外回流的高古玉原则上
是可以进入内地拍卖场的，但欧
美国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才对中国的玉文化有所了解，大
量明清玉器特别是清代玉器因此
而从中国外流，其中不乏皇室精
品，这些玉器已经成为今天海外
古玉市场的重要货源。”上述人士
称，高古玉拍卖面临诸多问题：货
源少，受众小，拍卖行品牌不足，
其专业能力和诚信度有限，这些
都影响高古玉成交价格与成交
率。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资
深文物专家雷从云也指出，古玉
的价值较现代玉器来说应该是更
高的，目前的状况是明清时期的
玉器依然是市场主流，而年代久
远的古玉的市场价值并未完全体
现出来，在海外高古玉则更受欢
迎。

据悉，此前思源堂珍藏的高
古玉有 5 件作品拍出千万元级
别，购藏者多是陕西地区的藏家，
因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对高
古文化情有独钟。

有观察者认为，古玉板块的
市场行情走向会不会以此为契机
逐步升温还要看今年整体的一、
二级市场的表现。（收藏诀）

古玉行情能否回升？
业内人士：要看今年一、二级市场表现

本报讯 随着 2016年巴西奥
运会临近和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
办，新一轮全民关注奥运的热潮
开始酝酿，有关奥运题材的收藏
品无疑将成为 2016 年收藏界的
焦点。

以往每次奥运会的举办，都
会掀起收藏市场的全民参与热
潮。尤其是在北京举办过 2008
年奥运会后，奥运题材成为收藏
热点变得顺理成章。

奥林匹克运动有 110多年的
历史，奥林匹克的“公平、公正、友
谊、进步”是人类公认的，它已经
超越种族，超越宗教。它是一种
精神的震撼、毅力的鼓舞。人们
收藏奥运纪念品，既能更多地了
解奥运的文化、故事和历史，同时

在追寻和收藏的过程中，也可以
感受奥林匹克精神带给人的鼓
舞。这也足以让奥运题材的纪念
品更具有国际化的特性和更大的
收藏价值。

最近几年奥运藏品的火爆，
市场收藏热度可见一斑。2008
年 10 元奥运鸟巢纪念钞价格达
到了 4000 元/张；奥运金银币也
是奥运相关藏品中，最有升值潜
力、最有收藏价值的藏品之一，市
场售价达1.6万元/套。

随着巴西里约奥运会的临
近，媒体对奥运会的宣传增多，有
关奥运会的轰炸性报道能激发人
们的购买热情，同时使藏品的行
情看涨，在奥运会期间将达到顶
峰，引来更多人的关注。（中经）

奥运题材藏品
或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