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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河事今日
塘下

相机早已不是稀罕物，专业

单反相机也已经“走”进普通人

家。不过，要提起老相机，富有

年代感的造型和材质倒成了新

鲜玩意儿，不少人专门以收藏老

相机为乐趣。陈立波就是其中

之一。

陈立波从小就是个收藏迷，

之前收藏的东西往往都是些小

玩意杂件。第一台双镜头反光

老相机是 2002 年在温州妙果寺

淘到的，当时仅源于摄影爱好，

觉得拥有几台老相机可作怀旧

的摆件。

真正变成收藏老相机的“发

烧友”，得从 2011 年的一幅摄影

作品说起。

2011 年，陈立波的摄影作

品《色块重组》入选第十四届中

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展览在丽

水举行。陈立波由此也参观了

位于丽水的中国第一家摄影博

物馆，馆内一台台古朴的老相机

让他大开眼界，激起了他收藏国

产老相机的兴趣。从丽水回到

家中，陈立波查阅大量的资料来

了解国产老相机，并通过收藏类

网页及到全国各地古玩市场去

“淘宝”，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么多相机基本上都是从

网络上淘来的，我出去采风时也

会逛逛当地的收藏市场。”陈立

波说自己收藏老相机起步时间

较晚，也很少淘到珍稀的品种，

最让他遗憾的是，因为出手晚了

半天，一台比较稀少的“风光”牌

双反老相机未能买到。分析原

因，他说：“那次主要是自己对老

相机的价值判断还不成熟，因此

错失一台珍贵的老相机。”几年

的收藏经历，使陈立波对国产机

械老相机辉煌 30 年有了大致的

了解。

“这台相机最特别，上面还

写着‘为人民服务’，极具时代

感，还有这几台‘长江’牌相机，

虽然造型结构差不多，但是每一

台 的 品 牌 LOGO 字 体 都 不 一

样。”陈立波如数家珍逐一向记

者介绍藏品。

喜欢印章石的行家，主要是从

篆刻的艺术角度出发的，名家手笔

当然是最重要的，如果手工精细老

到，就算是由无名氏制作，价值也不

会低。还有一些收藏印章石的行

家，则是喜欢石头的形、色、质、纹，

形、色、质、纹越奇越值得收藏，越奇

越有经济价值。但是在张金国心

中，分量最高的却是一块普通的青

田石，因为这块石头带给他一段难

忘的回忆。

“1999 年去杭州学书法，周边

不少同学和老师都有收藏印章石的

爱好，我怀着试试看的态度，也去附

近的石头集市上买了块印章石。当

时什么都不懂，只是看中它的外表

比较美观，后来我让一位师兄在上

面题了字，就这样这块印章石成了

我收藏的第一块石头。一眨眼 10

多年过去了，但是只要看到这块石

头，当时和师兄弟们一起学书法的

情景就历历在目。”张金国拿着这块

青田石，满怀感触。

“还有这块昌化石，是我最宝贝

的印章石。它是2000年我从杭州的

吴山夜市买的，记得当时忘记带钱了，

还是从一位国外同学那里借了20美

金才买到的。”由于非常喜欢这块石

头，张金国还请了大师在石头顶部刻

了一只天鹅，在底部刻了自己的名

字。“但是有一次用这块印章石给自己

的书法作品盖印的时候，不小心力使

大了，竟然把天鹅的脖子压断了。当

时真的好心疼啊。”说到那次意外，张

金国不禁摇了摇头。

“当时买这两块石头，加起来

大概只花了 200 多元钱，而现在市

场价大概值几千块钱，如果按经济

价值角度来看，价格翻了 10 多倍，

也是赚了不少。”张金国笑着对记者

说，自己收藏石头并不是坐等它升

值，只是由于喜欢才去收藏，因为

每一块石头都承载了难忘的故事。

收藏感言：收藏然后细细品

鉴、慢慢欣赏，这是个极其快乐的

过程。应该说收藏印章石不仅要懂

石头，还要懂得雕刻和印文内容，

这绝对是一门综合学问。

“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收藏活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收藏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民间收藏队
伍。收藏的品种除了传统的古玩、书画、观赏石、邮票、钱币、书籍等外，已发展到包括磁卡、相机、连环画、商标等数百种，可谓无所不及，无所不包。

收藏活动之所以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人们通过收藏，不仅提高修养、陶冶情操，还能累积知识。从本期开始，《今日塘下》将陆续向读者介绍
塘下收藏爱好者们的那些藏品以及收藏背后的故事。

陈立波：

收藏国产老相机让我见证了一段历史
■记者 杨微微

相机除了记录生活，还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塘下摄影
人陈立波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从全国各地收集到100多个品
牌 300 多部国产老相机，整整装满家中 3 个橱窗。日前，记者
听其介绍国产老相机收藏之旅，由此也见证了那个年代的中国
相机史。

收藏品是历史的载体，收藏的过

程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从它们身上

可以折射出历史的光芒。上世界5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是国产相机的

巅峰期，这期间国产相机出了好多知

名品牌，品牌多以国内著名景点或者

城市名命名，比如西湖、华中、长江、

上海、珠江、长城等，这些都能在陈

立波家中一一找到。

“这个是‘红梅’相机，我收藏的

这两款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实际上

生产时间不同，细节上也不同，一个

设置了闪光灯，另一个就没有。”陈立

波说，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生

产自己的相机，国产相机由此走向辉

煌。但是，90年代初，数码相机开始

进入国内市场，国产老相机开始走下

坡路。

“国产机械相机真正繁华的时

期只有短短 30 年。”为了能找到更

多具有收藏价值的国产机械老相

机，陈立波近 3 年专心研究这些老

相机的结构、用材，翻阅了不少关于

老相机的资料，他说自己这几年对

老相机的物理结构琢磨得一清二

楚，部分老相机还能自己维修。

陈立波收藏的相机有皮腔式相机、

旁轴相机、双反相机以及单反相机，造

型、大小各异。有一些老式相机，还好

好地保存在牛皮套子里，金属质地的老

相机看着并不陈旧，还带着亮光，端着

也很有分量。陈立波说，这些老相机当

时在制造时用的都是好材质，有些相机

现在都还能清晰成像。这些老相机被

分别陈列在3个玻璃柜里。

收藏感言：收藏相机对我的意

义早已超越它们自身的商业价值，

它代表着我作为一个摄影人的那份

情结，从中我也体会到很多乐趣。

第一台老相机是妙果寺淘到的

有些相机现在还能清晰成像

编者按

张金国：

收藏印章石是一门综合学问
■记者 项武龙

“黄金有价，奇石无价”，这句顺口溜在“石友”中流传甚
广。从上世纪90年代起，奇石的收藏和交易渐渐火起来，奇石
成为收藏家的新宠，也成了一个很有前景的投资项目。在塘
下，今年 41 岁的青年书法家张金国，就是一名奇石收藏爱好
者，他收藏的奇石种类主要是印章石。

“中国印章 4 大名石即寿山石、

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它们以色

彩绚丽、质地细腻、纹理自然、硬度

适中，并称为我国的‘四大印石’”。

在塘下一间茶室内，张金国边向记

者展示自己收藏的印章石，边介绍

印章石的一些知识。

张金国说，自 1999 年去杭州学

书法、第一次接触到印章石之后，他

就开始迷上了收藏印章石。10多年

下来，他一共收藏了 300 多块印章

石，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去杭州、温州

的石头市场淘的。张金国说，当初

许多印章石都是花几十块钱买来

的，但是如今经专家评估，其藏品中

价格最贵的一块石头价值近万元，

价格翻了好多倍。

“在我家里，客厅、书房到处是

各种石头，经过整理的石头我会用

盒子包装，整齐地排列在靠墙的架

子和书柜上。石头也要‘养’，平时

我会经常拿出来抚摸它们，手上的

油脂通过体温传递到石头上，石质

会越来越温润。”张金国说。

十几年收藏 300 多块印章石

20 美金淘到自己最宝贝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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