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1.8.26 星期四 编辑 李旭光 校对 侯培华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一本本巴掌大的小人书里，
一张张逼真传神的图画，一个个
生动有趣的故事……让人沉醉其
间，爱不释手。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谁拥有一本或多
本小人书，会成为很多孩童艳羡
的对象。

然而时过境迁，因为多方面
的原因，曾经风靡一时的小人
书慢慢淡出市场，远离了人们
的视线。

岁月流逝，记忆永存。让很
多人没想到的是，这种以前基本
都是小孩子看的书，近些年来却
因其充满艺术感的创作和怀旧的
感觉，日益受到收藏人士的追捧，
成为一些市民的至爱藏品。

小人书承载着美好
记忆

“我收藏小人书有十来年了，
属于起步比较晚的。”8月24日上
午，在市区开源路中段市豆制品
厂家属院自家书房里，市民刘先
生边说边从一只箱子里拿出他珍
藏的小人书。

今年58岁的刘先生就职于市
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在他收藏
的数百本小人书中，《渡江侦察
记》《黑三角》《地道战》《烈火中永
生》《铁道游击队》等电影版本的
小人书引人注目，花花绿绿的封
面，有明显时代气息的人物造型，
仿佛让人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

在刘先生的记忆里，他在上
学时曾经常翻看这些小人书。“那
时候优越路、市新华书店附近摆
小人书摊的特别多，尽管当时一
本小人书仅一毛多钱，但很多孩
子买不起，往往只花一分钱到书
摊上看一两本小人书。”

“现在一看到这些小人书就
会想起小时候的很多事，小人书
陪我度过了童年最快乐的那段美
好时光。”刘先生说。

我市小人书资深收藏者徐小
明同样沉醉于手捧小人书阅读的
幸福感。说其资深，不仅因为他
开始收藏小人书的时间较早，还
因为他是我市小人书收藏界的佼
佼者之一，据徐小明自己粗略统
计，他收藏的老版小人书有三四
千本之多。

徐小明在市区中兴路经营一
家花店，今年54岁。徐小明说，他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小人书，经
常把家人给的零花钱用在买小人
书上，“小时候买过的小人书就有
一二百本”。

“那时候看小人书，并不只是
为了消遣娱乐，同时还能在轻松
愉快的阅读中学到知识、受到教
育。”让徐小明印象深刻的是小人
书《鸡毛信》，他说他在没看电影
前就看过这本小人书，很敬佩故
事里机智、勇敢的主人公海娃，海
娃勇于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一直
激励着他。

每个大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儿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小人书变身情怀收藏品

徐小明真正开始收藏小人书的时
间是2000年。这一年，他在湛河堤上
发现一些旧书摊上开始有小人书出
售，这让他很是意外和惊喜。

在他看来，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小人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了
1990 年左右，曾经备受欢迎的小人
书迅速降温，基本上退出了市场。
90 年代出生的人，童年记忆中已鲜
有小人书的踪迹了，像他一样曾经
围着小人书书摊转的小孩早已结婚
成家、为人父母了。

“小时候喜爱的东西你长大后仍

然会喜爱。”徐小明说，在湛河堤上发
现久违的小人书后，他开始爱上了收
藏，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1年来，在
经营花店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
藏小人书，并渐渐成为圈内知名度颇
高的小人书收藏者。

身为资深小人书收藏者，徐小明收
藏的小人书品种丰富、收藏量大，诸如
大家熟知的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
革命题材的《南征北战》《地道战》，名著
系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多年来，徐小明积累了不少收藏
经验，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连环
画的收藏品中，市场价值、艺术价值

最高的当属《三国演义》《红楼梦》等
经典作品，当然，从收藏价值来说，要
讲究年代、稀缺、艺术性等综合因
素。”徐小明说。

“收藏小人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
喜爱和情怀，同时还能陶冶情操，提高
个人的鉴赏能力。”刘先生说，尽管起
步较晚，但近年来收藏到的一些小人
书已成为他的至爱藏品。

在刘先生家中，他翻开一本名为
《秋瑾》的小人书说，这本小人书当时是
由国内书画界名家绘制的，“画风细腻
传神，艺术性强”，每每翻阅都会给喜爱
书画艺术的他带来视觉上的愉悦。

一、同一题材是否齐全。连环画
分为单册和多册，单册的较少，多册的
较为普遍。比如经典作品《三国演义》
就多达60册。收藏多册一定要齐全，如
果有缺失，将会严重影响藏品的价值。

二、出版年代。出版年代愈早期的
作品，存世的机会愈小，也就愈显珍贵。

三、绘画作品艺术价值。那些美
术名家的作品，画面精美，艺术性极
强，收藏价值大。

四、发行量。有些作品发行量较
小，市场存量小，而当年的发行量都写
在作品后页，一目了然。

五、保存状况。一般而言，没有破损、
页面干净的藏品价值高于破旧的藏品。

时代的变迁，让小人书从一种大
众喜爱的读物变身为收藏品，其收藏
前景如何？

对此，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李继
会说，小人书收藏目前在国内一些大
中城市发展较快，已跻身收藏界十大
藏品行列，但就我市而言，小人书收藏
尚在起步阶段。在我市收藏品交易市
场，单独经营小人书藏品的几乎没有，
但因为小人书收藏品的稀缺性，已有
一些经营者在尝试经营，而随着更多
经营者的参与，未来的小人书收藏前
景可期。

在平顶山古玩城，有80多家经营
者经营各类古玩收藏品，其中有少数

经营者兼营小人书藏品。今年59岁
的经营者杨海主要经营瓷器、字画等，
其店里也有数百本小人书藏品，他说，
尽管目前小人书藏品交易不尽如人
意，但他相信会慢慢好起来的。

市民蔡云飞在市区湛北路经营一
家旧书店，店内各类旧书多达两三万
册，但小人书仅有千余册。“来买小人
书的大都是成年人，平时交易量也很
小。”对于小人书销售情况，蔡云飞称
目前情况并不好，但让他感到欣喜的
是，一些稀缺品卖得还不错。

蔡云飞说，他前段时间卖过上世
纪80年代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爱情
与剑》《失去新娘的骑士》两本小人书，

卖价都高达数百元。
徐小明认为，小人书特有的文化

与艺术魅力已深深根植于几代读者心
中，将来肯定会有不错的前景，但他更
看重的是如何发挥小人书的启蒙教育
功能，他说，现在国内不少城市开展了
小人书进校园活动，他希望曾经迷住
几代人的小人书，能够在当今这个时
代继续以它精美的绘画、引人入胜的
故事让更多的孩子着迷，让孩子在阅
读的快乐中长知识、长见识，获得人生
的启蒙。“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我愿意
把自己收藏的小人书藏品归类整理并
贡献出来，让更多年轻人和孩子接触
并爱上小人书。”

收藏是一种喜爱和情怀

小人书收藏前景可期

收藏小贴士

蔡云飞展示自己书店内的小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