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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夏君

朱妙冉 记者 李尚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
受。古玩收藏作为一种传统的休闲方式备受民众喜爱。
几乎每一个古玩爱好者都有精彩的故事。在古玩收藏的
经历中，得到、失去是家常便饭，酸甜苦辣也算是尝遍。
很多人不理解他们的投入，他们却沉浸其中。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

多！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

云朵……”8月3日下午，固镇供电公司十多

名90后新入职大学生激情上演了爆红网络

的健身舞蹈《小苹果》。

为提高幸福指数，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蚌

埠固镇供电公司十多名90后新入职的大学

生“借道”神曲《小苹果》的强大感染力，以轻

松活泼的旋律，以乡村变电所、霸王别姬雕

塑、生活小区等接地气的场所亮出舞艺，秀出

精彩，展现新时期、新形势下供电员工崭新的

精神面貌。

据介绍，这是全国供电系统第一个“小苹

果”，不仅活跃了新入职大学生职工的生活情

趣，也更加激发了基层供电员工的工作、生活

热情。 张敬军 记者 王旭东

《小苹果》点燃供电员工青春热情

中学教师沈老退

休已经有十多年了，

离开讲台他并没

有闲着，而是找

到了新的寄

托——古玩

收藏。

由

于长期

教书工

作 压 力

过大，沈

老年轻时

身体和精神

都不怎么好。同

事朋友知道后一有空便

拉着沈老去散步，刚开始沈老

很将就，但因为一件事他完全改变

了心态。

偶然一天沈老来到古玩市场，走进一

家店被挂在墙上的画吸引住了。“当时脚

像注了铅，迈不开步子，我就跟老板聊了

很久。”沈老偏爱字画，在接触到了古玩收

藏后更是痴迷。

沈老平时自己也爱画画。于是他开

始托人打听那幅画的作者。“知道是位女

画家后更想要见一面，要知道画家这个

行业女性不多。”当时这位女画家并不是

特别出名，在小圈子里稍有些名气。她

最拿手的就是工笔画，价钱在万元左

右。因为是朋友介绍，沈老觉得自己肯

定能得一幅图。

沈老知道初次见面印象很重要，俗气

的见面礼断断不能送。于是沈老备了书

籍、茶叶等登门拜访，与画家见面后，沈老

才真正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第一次见

面虽然顺利，沈老说他没敢开口求画。

等到几个星期过后，沈老才提出想

法。女画家心里早有准备，委婉拒绝了要

求。因为一幅工笔画创作时间很长，需要

灵感，不是随时都可以。

“半年之后，他又厚着脸皮去了一

次。”没曾想这半年女画家的名气越来越

大，卖的价钱也不断刷新纪录。沈老惴惴

不安地拜访，这一次他与女画家有了更深

入的交流。“我们聊了一下午，从书聊到画

又聊到音乐。”

渐渐地沈老和画家成为了朋友，在沈

老看来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数不清多少次

登门之后，女画家交给沈老一幅山水画。

“后来才知道她身体不大好，画工笔画太伤

神，又不好拒绝我，所以送我山水画。”

沈老每每想起那一段故事总是感慨

万千，家中的山水画挂在书房依旧动人，

可是女画家早已不再创作，自己也没有了

年轻时的冲劲。

古玩人的痴狂，一般人可理解不了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对老合肥人李先生而言，古玩收

藏给他带来过惊喜，也带来过伤心。

十几年前李先生开始对玉石感

兴趣，当时有一个朋友从外地帮他

带了一块玉石，这块玉色泽温润质地

纯净令李先生爱不释手，“一点不夸

张地说，我吃饭都忍不住要看着它。

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

摔了。”

这块玉到底价值几何？囿于当

时的条件找不到专家来鉴定，但圈内

人纷纷给予肯定这让李先生坚信是

珍宝。

然而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这块

可有可无的玉石显得多余。“他们

都劝我把玉转手算了，守着它不能

当钱用又不能吃。”被逼无奈的李

先生只能忍痛割爱，出价一千两百

块转卖。

“当时一千块钱可不是每个人都

拿得出手的。”李先生谈到卖玉的经过

一直叹气。李先生有个特殊要求，等

经济条件好转后他要把玉赎回来。曾

有人想买，但知道这个要求也打消了

念头，“每天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来问价

钱，我心想没人来问那最好。”

本以为这块玉就这样卖不出去

了，李先生一个开古玩店的朋友提出

想法，不如把玉给他摆在店里做镇店

之宝，说不定能遇到出价更高的买

家。李先生觉得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欣然同意了。

“我隔几天就去店里看看。”没过

多久，开店的朋友拿着两千四百元来

找李先生，说有人出两千四百块把玉

卖出去了。“我听了心一下凉了，没想

过真的会有人买，我不好意思收那么

多，按原价收的钱。当时我唯一的想

法就是什么时候再把它买回来。”

后来有人告诉他这块玉实际上

卖了两万六百块钱，证实确有此事后

李先生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而开店的朋友早

已 去 外 地 谋

生，这块玉

归 谁

所

有 没

人 知

道。“我

找遍了所有

的古玩市场，

托朋友也一直在

打听，知道是被外

省的人买走后，什么

希望都没有了。”

几年前这块玉石终

于有了消息。经过多方专家

和业内人士鉴定，这是块

汉代的玉，价值约

五 十 万 ，

“我只能

不断安

慰自己

跟它有

缘 无

分 ，搞

收藏要

么 让 你

进天堂要

么让 你 跌

进地狱，如

今这两种感觉

我都尝到了。”

可能受职业影响，年轻时的郑老

就很喜欢诗词歌赋，接触多了历史文

化自然就爱上了古玩收藏。谈到最

得意的收藏郑老说当属顾景舟的紫

砂壶和一块上好的羊脂玉。

顾景舟是近代陶艺家中最有成

就的一位，可以说是“壶界泰斗”。郑

老年轻时通过多方关系收藏了两只

紫砂壶，郑老的挚友对紫砂壶爱不释

手，不止一次求郑老卖给他。

“我对玉更偏爱一点，所以朋友

提出要买走壶我也没好拒绝他。”在

挚友软磨硬泡下最终答应转卖给

他。刚转手郑老就开始后悔，经常去

挚友家把玩紫砂壶。挚友见他依依

不舍，担心他反悔于是“约法三章”。

几年之后，两只壶竟被估价五十

万，这让郑老很受刺激，“那段时间不

想出门，当年收壶的事一下全都记起

来了。”即使是现在，谈到此事他还是

很伤感。

没有了紫砂壶，陪伴郑老的还有

羊脂玉。

这块玉早已名声在外，圈内想要

买它的人把郑老家的门槛都要踩坏

了。有了之前的教训，郑老变得固执

起来，爱人的朋友三番五次求宝无不

例外失望而归，后来连孩子的朋友都

来打听，郑老不耐烦干脆谢绝见客。

“对我来说，玉价值多少不重要了，陪

伴我日日夜夜的玉跟亲人一样怎么

能买卖交易？”

开朗健谈的梅先生生于合肥

长在合肥，对这座城的大街小巷无

不熟悉。五六年前他对古玩收藏

有了初体验，从此变身充满求

知欲的学生。梅先生坦言：

“我没有拿得出手的收藏，

我就是在不断地学习。”

梅先生第一次

去古玩市场便上了

一课。在行内，五

十块称五块，五

百块称五十块

以 此 类 推 。

“我听老板

要 价 五

十 ，就 只

给了五十

块钱。老

板 看 着 我

也不说话，

我也莫名其妙

地看着他。要不是

旁边有人提醒，我们可

能就僵在那了。”

古玩市场的东西真真假假，全凭自己

眼力，如果透露出一点外行人的迹象，老

板便可能会狠宰你。梅先生知道这个诀

窍后每逢周末都会向其他古玩爱好者取

经，学会之后还回家跟爱人孩子讨论，“家

里人大都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学会点就想

跟他们说说，带动他们一起学。”如今爱人

都能说出好几句行话，梅先生逛市场也会

和家人一起。

但是光懂行话是不够的。梅先生慢

慢发现有的老板摆在摊上卖的都是次品，

包里装的才是稍好的东西。要是有人看

上摊子的货，老板就知道买家的水平，便

敢随意开价。“我要是指出摊上的货不够

好，老板会从包里拿出更好的，当然还可

以讨价还价。”

为锻炼自己的眼力，古玩市场是必去

之地。集市一般在早上九点之前就结束

了，梅先生为此度过了无数个早起的周

末，那几年几乎没睡过懒觉。“去的越早越

能淘到好东西，大清早老板往往对第一桩

生意很重视。”梅先生说到逛集市特别兴

奋，他说这里面的学问不是一两句话就能

说得明白。

实战经验有了，还得增加知识面。“我

一有空就会看历史方面的书，也是《收藏马

未都》、《鉴宝》等节目的忠实观众。有时和

专家意见不同，我会特别较真，自己查找资

料直到心服口服。我爱人和孩子有时笑我

一根筋，但是我是乐在其中啊。”家里人发

现，自从喜欢上古玩收藏，梅先生的性格发

生了变化，他变得比以前更有耐心，更细

心，对生活更有热情。就算一直未收到上

好的东西，梅先生依然快乐地沉浸其中。

被好友欺骗，绝世美玉被廉价卖掉

珍稀紫砂壶被贱卖，他有了“教训”

为赶早集，他几年不睡懒觉

被画作吸引，使出浑身解数与画家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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