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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少慰小传（一）

1920 年，巴黎人在路边的咖啡馆、
工作室以及社交晚会等各种场合聚会，
机智的谈话、美妙的音乐和对艺术的激
情也无时无刻不在迸发。这座城市已经

“忘记了黑暗的日子”，无论是巴黎本地
人还是海明威这样的流亡者都渴望新
鲜的事物；无论是在绘画、雕塑、演说，
还是文学领域，人们都对原创的作品充
满渴望，而毕加索、莫迪里阿尼、布拉克
和玛丽·洛朗桑这一批画家正在崭露头
角。每个领域都有新人开辟着新的天
地，在建筑领域有勒·柯布西耶，音乐领
域里有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舞蹈界
有佳吉列夫和尼金斯基，文学界有纪
德、柯克多和莫里亚克，爵士乐在一战
之后更是成为人们寻欢作乐的写照。随
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汽车、收音机以
及流行运动的发展，理想主义那一套早
被人们抛在了脑后。现在，有钱的欧洲
人信仰科技进步、挣脱世俗的枷锁以及
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产阶级也日益富
裕，钱都多得没处花。在巴黎的蒙马特
和蒙帕纳斯地区，海明威和亨利·米勒
同为“去国离家”的作家，常在一起吃饭
喝酒，在这样的环境里沉醉并将他们融
入自己笔下。1921 年，斯科特·菲茨杰
拉德和他妻子塞尔达也来到了法国，然
而他们没有流连多久，连法语也没学会
几句，就于同年十月返回了美国，以便
他们的小孩能在美国出生。1924 年 4

月，这对夫妻又回到了法国。一年以后，
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了不起
的 盖 茨 比》，并 在 巴 黎 定 居 ，然 后 于
1925年5月和海明威相遇。

那个时代让一些人欢乐，也让另一
些人恐慌。对香奈儿来说，20 世纪 20 年
代以一起家庭悲剧揭开了序幕。她的妹
妹安托瓦妮特从加拿大寄来了一封信，
信中倾诉了自己遭遇到的婚姻的痛苦。

安托瓦妮特的丈夫是一个加拿大
军官，颇为英俊，但是他们的婚姻正在日
渐分崩离析。这位军官把安托瓦妮特从
法国带到了安大略省的一处穷乡僻壤。

原本安托瓦妮特可爱又单纯，很受
香奈儿的疼爱，还帮香奈儿打理过她的
服装店。现在，她却向香奈儿要钱回巴
黎。即便信中的安托瓦妮特明显过得很
不开心，香奈儿还是劝说她坚守自己的
婚姻。

然而安托瓦妮特没有听从姐姐的
劝告，而是和一个年轻英俊的阿根廷人
跑了。要是别人也就罢了，可是这个阿
根廷人恰恰是由香奈儿介绍给安托瓦
妮特一家认识的。安托瓦妮特一家把他
当成朋友，然而这人却在 1920 年和安
托瓦妮特私奔去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在那
场席卷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中，5000
多万人因病去世，安托瓦妮特也是其中
之一。

1920 年秋天，香奈儿和弥希亚从
威尼斯回到法国，并迅速成为“爵士时
代”在时尚领域的领军人物。从悲痛中
恢复过来的香奈儿似乎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女装界来一次大革命，让 20 世纪
的女性从涂脂抹粉的人偶变成灵动自
然的个体，而她的利器就是自己设计的

“小黑裙”，以及羽毛长围巾等柔软简单
的服饰。她还将成为女性自我解放和追
求事业的明灯，并且因此大赚一笔：以
她为代表的新女性自由恋爱、自给自
足，摆脱了男人的控制，过她们想过的
任何生活——“从偏见中被解放出来，
甚至不惧于任何同性恋爱的冒险”。香
奈儿让那个时代的时髦女性都穿上了
短袖甚至无袖的裙子，还让她们的丝袜
都放到了膝盖以下。法国和美国的时尚
杂志如《淑女》、《伊周》和《密涅瓦》等都
对香奈儿的设计推崇有加，这从它们对
香奈儿所做的报道就能看出：“香奈儿
推出了一款让人目眩神迷的深绿色运
动套装⋯⋯”，“费劳斯夫人身穿一袭香
奈儿真丝长裙出现在丽兹酒店⋯⋯”，

“香奈儿推出了黑色薄纱礼服⋯⋯”，
“香奈儿设计的晚装造型：白色的色丁
紧身裙，以及点缀着刺绣和钉珠的斗
篷”。不过除了这些，评论界也有刺耳的
声音和点评：“女人干脆都变性得了
⋯⋯反正她们穿的都是香奈儿设计的
假小子衣服。”

“爵士时代”时尚领域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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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香奈儿的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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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少慰，广东番禺人，1927 年出生
在广州一普通家庭，家里有 10 兄弟。在
番禺祖上留下了四十亩地，但是家里人
口多，田地生产不够生活，父亲在广州工
作，做过警察，在工厂做过工，办过小学。
抗日战争时期，其父失业回乡务农，家庭
经济状况随之骤降。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邬少慰只读到
小学 3 年级即失学。1943 年到仁化广东
省立师范学校就读。广东省立师范学校
是一所简易师范学校。在该校就读一年
半，日军攻打到韶关，广东省政府从韶关
撤退，学校也随之解散。在与家人失去联
系的情况下，她从韶关步行20多天历经
磨难回到广州。回广州后白天种地，晚上
自学，1946 年考上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在这所普通师范学校念了3年书。这时，
其兄长是广州市晨报的编辑、记者，已参
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受其兄
长和老师的思想影响，同时她也看了一
些进步的刊物，如香港出的《正报》、《野
草》、《华商报》等报刊，思想逐步成熟。当
时社会状况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治
日益腐败，经济萧条，工人失业，物价腾
贵，民不聊生。1948年冬毕业后，邬少慰
开始找工作，经过了一个寒假没有着落。
后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介绍
她到一个公立小学教书，但是获得官方
颁发的教师委任书需向校长行贿一两多
黄金，她支付不起，只能白白干了几个月

后辞职。然后，又到一所私立小学任辅导
员，负责学生生活和晚自习。由于她认真
负责，严格执行校规，维持学生宿舍秩
序，没有给一有钱人子弟特殊照顾，家长
告到校长处，校长将她辞退。

经过这些事情后，邬少慰下决心参
加革命。她跟香港的同学联系后，于
1949 年 5 月初到香港找到了地下党处
报到。邬少慰在港逗留 20 天后，由交通
员带回宝安县乌石岩的游击区，由当时

宝安县的副县长曾劲夫，安排到乌石岩
武装工作队工作。工作队活动于附近的
村庄，白天做群众工作，晚上行军、露营。
在参加工作队的过程中，有两次经历了
与国民党部队发生的战斗。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宝安尚未解放，但
是中共宝安县委已经开始组织接管国民
党宝安县政权的队伍。邬少慰被安排在
政治工作队，参与宝安县南头的接管工
作。南头解放后，邬少慰在南头西乡做群
众工作，承担征粮任务。征粮工作结束
后，1950年上半年，宝安县实行整编，邬
少慰被分配到第二区（沙湾至沙头地区）
任妇联干事。1950年冬天，开始土改。邬
少慰作为骨干参加了江门办的粤中区土
改训练班和新桥土改训练班，各学习二
十余天。土改开始后，邬少慰参加了上村
乡的土改工作队，具体负责甲岸村的土
改工作。1951 年夏天，邬少慰参加了清
匪反霸，开始在民主村，后来因为工作需
要，调到工作团办公室工作，起草了《蚝
民分配工作方案》、《沙井妇女工作总结》
等文件。后到桥头、黄田、壆岗三个乡参
与土改先行点的工作，撰写了土改总结，
用它可以指导其他地区的土改工作，其
中壆岗先行的措施是查田定产、发土地
证和转向生产。此后，邬少慰调到县生产
办公室工作。在土改工作后期，宝安县开
展了渔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了
一个渔业工作队，邬少慰也参与其中。

(1949 ~1979 年)

▲邬少慰（二排右二）当年与战友的
合影。

（资料图片）

有人收藏古籍旧书，也有人收藏邮票，这些在
收藏市场并不新奇。而一种新的藏品——藏书票
近来在文化人尤其是读书人之间变得热门起来。
4 月 22 日，第 35 届世界藏书票大会举行，来自全
世界的三四百位画家、收藏家齐聚巴塞罗那，进行
藏书票的交易和展览。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赴会
的中国藏书票收藏家子安，他从事藏书票收藏十
余年，出版了多部与藏书票有关的书籍，在他的笔
下每一张藏书票都是一段生动的故事。

“书上蝴蝶”已有500岁

虽然藏书票是新兴藏品，但他的历史却比邮
票还要久远。藏书票属于小版画或微型版画，以艺
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也是书籍的美化
装饰，被人们称为“纸上宝石”、“书上蝴蝶”，通常
贴在藏书家的藏书扉页，票面标有拉丁文“Ex
Libris”（属于某人的书）。它起源于 15 世纪的德
国，二十世纪初才传入我国。最早的一张藏书票是
1470 年由德国人 Johannes Knabensberg 制作
的，署名勒戈尔，由一款画有刺猬衔着野花脚踩落
叶的木刻画构成。

早期藏书票多以表示贵族身份的纹章作为图
案。由于当时只有贵族或修道院才收藏得起书籍，
纹章藏书票往往象征权势和地位，并不流行。到
18世纪，随着教育普及，出版业发展，藏书不再是
少数贵族的专利，许多中产阶级也都收藏图书，藏
书票也就平民化了，由原来注重由纹章显示地位，
转而用图画来表示收藏者的个性与喜好，藏书票
趋向个性化，也更追求艺术的意味。藏书票的黄金
时期出现在19世纪的下半叶。欧洲的文人几乎都
自己动手或请人设计属于个人的藏书票，有些书
店还能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藏书票。

子安的收藏中，既有芬格斯坦、拜劳斯、麦绥
莱勒、肯特等大师的作品，也有无名的“隐士”作
品。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西方名家大师的藏书票
作品，一部分有人为炒作嫌疑，一部分是我们对国
外藏书票了解甚少，普通藏书票被吹得神秘过了
头。

拍卖价不能作为参考

藏书票这一艺术大约在上世纪初传入中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使用藏书票的作家、艺术家不
少，如叶灵凤、郁达夫、李桦、唐英伟等等，都制作
过许多风格独特的藏书票。在今日对于国人却仍
距离感十足，是小众收藏。关于国内藏书票收藏市
场，子安表示目前的价格在向上走，记者了解到，
近年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从海外搜集了一批数量可
观的藏书票，并准备在国内各地建立专馆。子安表
示，马未都这一举动，表明藏书票市场还是有前瞻
价值的，会有更多人加入进来。至于目前市场上流
通的藏书票价格，子安表示，最低几十块，最高的
上千，但一般来说也就几百块钱，“从打版、印制到

刻板、签名，一般藏书票的制作时间大概在一个月
左右，所以从它的制作成本到投入时间来讲，这个
价格是非常低的。”

2008 年，中国嘉德曾举办过名为“书间精灵/
Exlibris”的藏书票专场拍卖会。这场“中国首届
藏书票拍卖会”上，虽然总成交额只有 51.6 万元，
但是票主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藏书
票，和我国新文学作家叶灵凤制作的藏书票，均以
22400 元创下中外藏书票单品拍卖之最。即使成
交价最低的藏书票，也到达了7000至8000元。在
2010 年 6 月 2 日北京雍和嘉诚拍卖会上，一组

（59 张）李桦藏书票拍出了 10.64 万元的高价，另
一组（48 张）李桦藏书票也拍到了 6.16 万元；在
2012 年 6 月 1 日北京雍和嘉诚拍卖会上，一组

（46张）李桦藏书票又以4.54万元成交。虽然拍卖

价高，但在子安看来，现在谈藏书票拍卖太早，“它
的成交价并不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因为相比邮票、
钱币市场，它在国内的市场并不成熟，还需要一段
时间。”但子安透露，西方的市场就已经很成熟规
范了。

乐趣在于解读藏书票

记者了解到，18 世纪前后，欧、亚、美许多国
家相继成立了藏书票协会或俱乐部，书票交流和
收藏成为时尚，1953年收藏家国际性会议首次召
开。之后隔一两年会议就要召开一次，同时举办展
览，使藏书票在国际范围内有了广泛交流的机会。
后来又有人提议成立正式的国际性组织，于是在
1966年7月28日“国际藏书票联盟”诞生。现成员
国已扩展到41个，会员上万。子安透露，运作有点
像奥运会，在世界各国轮流举行世界藏书票大会，
由当地的藏书票组织负责。上周，第 35 届世界藏
书票大会在巴塞罗那举行，“在大会上，除了藏家
交换作品以外，画家也会展示最新作品，喜欢的人
可以当场预订，就像博览会一样。”子安说。

目前，获取藏书票的方式有很多：国外收藏家
通常向藏书票艺术家定制藏书票，定制藏书票除
少量自己使用外，大部分用于交换；圈子内的交换
则是收藏藏书票的主要方法，可面对面在俱乐部、
沙龙和聚会中进行，也可邮寄；较珍贵的老藏书
票，通常只在专业的经销商那里出售，或通过拍卖
竞价获得。

藏书票近一百年多年成为世界性收藏艺术的
一个小分支，从中派生出多个收藏主题，藏家根据
这些主题收藏，交换并邀请版画为其制作书票，主
题涵盖了神话故事、圣经故事、音乐、名人肖像、人
体情色等等。对子安来说，对于藏书票的兴趣不只
在收藏，还在于解读：“每当淘到一张新的票子都
会拈来玩于股掌，细细端瞧每处艺术符号，尝试寻
找藏书票元素与藏书票所表现的艺术思想之间的
联系。”而他所撰写的解读藏书票故事书籍《西方
藏书票》和《藏书票之爱》也成为收藏爱好者眼中
的“圣经”。

藏书票起初多由版画家自刻，后来发展成为
根据书票主人的性格爱好等要求而设计的小张图
画，所以相比版画而言，藏书票更具私密性。子安
表示：“一帧藏书票是一段人生、一段经历、一个人
镜中的自我，读懂一枚藏书票如结交一个跨越历
史、穿越时空隧道的朋友。藏书票中的一个符号、
一行三字经、一句暗语都是作者和票主之间向后
人诉说的谜语，等待有缘人去解答藏于其中的谜
底。”因此，相比追求投资回报，藏书票的收藏价值
主要在于其文化内涵。

从技法判断价值

《文化广场》：如何判断藏书票的价值？
子安：决定藏书票的价值有好几方面，首先看

技法，版画有很多技法：铜版、雕版、木刻、石版，材
质决定成本的高低，一般来说石版是最昂贵的，这
个石头是最难找的，有的是上百年历史，而且客观
条件要求很高，所以从技法来说石版的价格要高
一些，其次是铜版，最低是木刻。

从藏家来说，有名的票主比如说美国总统或
是音乐家、作家、诗人等著名人物，这些人的藏书
票价值非常高；还有书票的作者名气，比如他在版
画界和绘画界的名气也会决定藏书票的价值。毕

加索虽然画过版画，做过一些藏书票，但是与同时
期的专业版画家如芬格斯坦、麦绥莱勒等人的书
票作品相比，他的书票价值相对低得多。

《文化广场》：有没有作者签名的书票？如何鉴
别是否为原作真品？

子安：画家亲笔签名的藏书票很少，我所收藏
的几十枚拜劳斯藏书票，其中签名的少之又少。实
际上，藏书票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虽然已形成
了一定的收藏团体，但规模不大且没有明文规定，
完全取决于画家本人的喜好。签名与收藏价值挂
钩，但在未成行的藏书票收藏体系中国艺术家很
少会为藏家考虑自己的作品是否有投资价值。因
此，相比靠签名判断真伪，不如学习版画技法，了
解藏书票在不同版材媒介和技法特点所表现的效
果，从而寻找规律。

赝品很容易比对

《文化广场》：目前市场上是否有赝品呢？
子安：真正所谓的赝品是很少的，对于版画来

说，赝品指的是复印的或在原作基础上印刷的，因
为版画一般都有压痕，这个很容易对比出来。后期
的现代复制品是有赝品的，但很少，毕竟没有暴利
可图，对作伪成本和作伪的画家要求又很高，因此
没有必要。

藏书票可能存在的问题可能在印量上，藏书
票上的编号上标明是一百分之一，但实际到底是
不是印了100张，这个没人去考究。但是跟邮票相
比，藏书票的印量也是非常小的，最多也就一两百
张，因为毕竟是手工的东西。

西欧藏家多东欧画家多

《文化广场》：国内外藏书票收藏市场有什么
不同的特点？

子安：现在在欧洲，越往西藏家数量越多、作
者越少，越往东作者越多、藏家越少，子安提到这
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因为藏书票起源于欧洲，所以
几百年来藏书票的主要阵地在欧洲的德国、奥地
利、捷克、保加利亚、波兰、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
等，“因为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现在做的人越来越
少，版画不仅是门艺术还是门手工艺，需要五到十
年不断磨练，在经济比较好的，现在主要的收藏家
是在德国以西，法国、意大利藏家较多，东欧经济水
平不够，还需要作画维生，因此作者要多一些。”

中国现在是作者比较多，藏家群体相对小，藏
书票的收藏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的中国藏书票研
究会最早由李桦和梁栋先生建立的。上世纪90年
代开始组团出访国外参加世界性的藏书票大会。
中国藏书票亦是在近 20 年与世界藏书票圈子开
始了更多交流互动。自 2008 年举办第 32 届世界
藏书票大会以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成
都等地方组织与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一同协作每年
会举办各类藏书票版画展及全国性的比赛。

【深圳商报讯】（记者 聂灿）记者昨日从
北京匡时公司获悉，2014 匡时春拍开幕在
即，备受关注的瓷器杂项类分有瓷器工艺
品、佛像、茶道具、文房以及杂项专场，其中
瓷器工艺品专场将设明末崇祯青花瓷器“翠
影青蓝”专题。

从明宣德之前的青色浓艳（苏麻沥青），
到明嘉靖、万历时的青如蓝紫（回青），再至
明天启、崇祯、清康熙之明朗秀丽的翠毛蓝

（浙青），青花瓷的婀娜备受世人喜爱。北京
匡时公司推广部葛士恒介绍，青花料在明成
化之后因进口钴料用竭，改用浙青，虽然蓝
中泛灰的颜色不如苏麻沥青的美艳，然而明
末天启、崇祯年间的翠蓝色充分展现了国产
青花料的优势，沉静柔美之色恰与东方婉约
含蓄的审美相符。

崇祯的青花瓷相比嘉靖、万历砂土更白
润，形制更秀雅。在明末内忧外患，国力渐衰
的国情下，她是如何发展出独具风格的翠蓝
青花瓷器呢？

葛士恒介绍，崇祯年间的民窑起了不可
磨灭的作用。可以说，明末的青花瓷贴切地
体现出民间制瓷的高超水平。明朝禁止民间
烧造彩瓷，而不禁民间烧制青花瓷，在官窑
停烧的情况下，即使宫中用瓷也以“官搭民
窑”的方式制作，由此民窑得到很大的发展。
此外，民间兴盛祭祀丧葬婚娶，瓷器的需求

量很大，这也促使了崇祯
年间民窑的发展。

“明末民窑突破了历
来官窑器图案规格化的
束缚，图案纹饰多样化，
各种人物故事、大小动
物、道教神话等全部入
画，风格写意，画法潇洒
自如，令人眼前一亮。瓷
土中加大高岭土的比例，
一改嘉靖、万历的笨重粗
糙胎体，白润致密的瓷土
更显晶莹透亮，秀丽的翠
毛蓝由此诞生，凝结了古
代民间艺人的智慧，为清
代 瓷 器 开 启 良 好 的 开
端。”葛士恒说。

第35届世界藏书票大会上周在巴塞罗那举行

方寸之间风景万千
深圳商报记者 谢晨星

子安谈藏书票市场

文化内涵超过投资价值
深圳商报记者 谢晨星

“明末翠蓝青花”
登陆匡时春拍

◀明崇祯“青花会昌
九老图筒瓶”。（资料图片）

▲众神聚首 贝克 乌克兰 干
刻＋飞尘 12cm×11cm 2006 年（乌
克兰版画家贝克的神话、圣经、人体
主题藏书票作品深受藏家喜爱）

▲美国藏书票 肯特
美国 12cm×9cm 1953年

▲下场唯有被绞死 肯特
美国 10cm×7.5cm 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