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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扬
收藏之中体悟舍与得

在还没有见到王天扬前，就听到有上了年纪
的藏友评论这个人比较“活”。让80后的王天扬
自己来说，这种“活”，可能就是在收藏之路中历
练出来的对舍与得的理解吧。

“在金钱有限的情况下，我舍得用比较喜欢
的东西去换取更喜欢的东西。”他一年要跑上十
几场拍卖会，有上海的也有香港的。从事于货运
行业的王天扬说自己也是打工一族，可能比一般
的打工族收入好一点，但是也不是很有钱。能一
直按着自己挂心的专题买买买，也得益于对舍与
得的理解。“我的藏品不是只进不出的，比如说我
看到了非常喜欢的，或者我正在搜集的专题中正
好缺少这么一张，而手头不够钱买下它，我会出
让那些相对来说珍贵程度要次一些的藏品。而
且我会想一想，这张我出手以后是不是比较容易
再买到。而那张，可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很难再
碰到了。拿这张换那张，对我来说就是值得的。”

从2011年开始涉足纸币收藏，到现在拥有
6000多张近现代纸币，王天扬说这个颇为烧钱
的爱好，不但让他更好地理解舍与得，也给他打
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

这个爱好让他找到了更多的人生价值。“在
我们藏友圈中，有两类人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一
类是收藏的精品多而且质量高，拿出来的是别人
都没有的。还有一类是对此道甚有研究，而且研
究有成果的。”王天扬想得很明白，手中的藏品只
是暂时属于自己，但自已的研究与观点，却会随
着文字而保留下来。

王天扬说，按专题收藏的一大乐趣就在于，
能在专题中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观点。在他
展示的藏品中，记者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
乎每张藏品都会配简洁史料说明，注明出自哪些
著作，有时还会配上所涉人物的介绍或者其他史
料。近几年，他从自己的藏品中触发灵感，写过
《纸币上的宁波美景》、《中国银行廖仲恺像纸币
发行夭折之回顾》、《中国最早的叁元纸币》、《珍
贵的护国战争军用票中国银行伍圆》、《宁波港在

“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现状及发展》等
等文章，在相关刊物上刊发。

钱币藏品是古旧的，但是王天扬的收藏之路
沾染了不少时代的特色。王天扬说，在其购买的
藏品中，有约四成来自于拍卖会，而其余绝大部
分来自于网络渠道。“以前收藏这些东西要去市
面上淘，听说哪里有，得跑过去看，能看能跑的圈
子也就这么点。现在网络把世界变小了，我在网
上一天浏览的藏品，放在几十年前，可能跑上好
几年也不会看到这么多。天南地北的藏友可以
通过网络交流。去别的城市的时候，哪里都能碰
到藏友，妻子对我的评价是，自从迷上钱币收藏
以后，朋友多了，而且朋友的素质都比较高。”

王天扬收藏的纸币大多与宁波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这个爱好让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生活
的这座城市。“你知道吗？宁波钱庄首创了过账
制度，这就是后来银行汇划的前身。”他拿出一本
收藏的过账本翻开给记者看，“这本是民国时期
的，不过宁波的过账制度最早在道光年间就出现
了，宁波人很了不起。宁波的钱庄业，在中国金
融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收藏的过程中，王天扬对近现代宁波的金
融史也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与研究。“我在史料
中寻找收藏的目标，也在史料中印证我的藏品价
值。你看，书中讲我们民国的时候有多少钱庄，
那怎么去证明呢，我收藏的这些票据就是证明
啊。”王天扬兴致勃勃地说，去年11月在月湖盛
园宁波金融史馆举行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贸易
与货币展中，展出了他的部分藏品。他希望未来
能有更多机会将藏品展示给世人，让更多的人来
了解并进入这个收藏圈子。

记者 周静 文/摄

近段时间
纪念钞币预约
都非常火爆，
钱币收藏又进
入 了 公 众 视
野。实际上，
在 藏 友 们 心
中，这些从银
行可以兑换到
的纪念钞币，
仅仅是入门级
别的，那些资
深藏友，痴迷
于用可以花的
钱去换“不能
花的钱”，他们
对收藏的挚爱
影响了生活，
也 改 变 了 生
活。

记者采访
了两位藏友，
可巧都姓王，
一位 60后，另
一位 80后，看
他们如何在爱
好之手的牵领
下，把日子过
成了自己喜欢
的模样。

王建明
生活之俭与收藏之富

60后的王建明收藏钱币始于1985年，30多年来，他醉心于古钱币收
藏，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日子过得心满意足。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当年工龄买断后，还当过保安，收入着
实不高。这个爱好又是很烧钱的，这些年我赚的钱几乎都投在这些收藏
上了，这离不开我爱人的理解。”王建明说，自己住的还是30多年前住进
去的40平方米的老房子，这些年多出来的就是一箱箱的“宝贝”。妻子有
时也会抱怨，但是从没有反对过。

王建明对古钱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看到心仪的藏品，不买下来晚
上就睡不着。薪水不高，看上的东西可不便宜。2008年，他用了当时的
半年工资，收了一枚咸丰币。这样的花法，不征得妻子同意怎么行？“事
实上，这些年我赚的钱差不多都花在我这个爱好上了，她比我赚得多，家
里的开支她担得多。”王建明很感激妻子对自己的无声的支持。

去别的城市旅游，他最喜欢带妻子去的地方是博物馆和古玩市场。在
博物馆里看到古钱币，如果有相似的品种，他会趁机与妻子说道说道自家
的宝贝。“使她慢慢对古钱币的价值有所了解，不认为我是在瞎玩、浪费
钱。当然最好是认同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王建明说，收藏古钱币是
个很烧钱的爱好，确实也看到过藏友因为妻子不支持而分外痛苦。

王建明平素很节俭，一件衣服穿了十几年还舍不得扔掉，吃穿用都
不讲究，但是在他的宝贝箱里，随便一枚古钱可能就值数千甚至上万元。

那些古迹斑斑的古钱币，在他的眼里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体重、颜
色、纹饰，它的磨损程度，甚至于一个小残缺，都是它诉说历史的无声语
言。海贝、空首布、半两钱、咸丰钱、民俗钱……自称文化程度不高的王
建明对着宝贝们如数家珍，牵扯到的历史文化知识足以令初见他的人对
他刮目相看。这个爱好使他的生活很充实。多年的积累，他如今已收藏
不同品种的古币达3000多枚，涉及四大题材：秦汉半两钱、咸丰大钱、花
钱和浙东镴钱。

王建明的微信头像是一枚清代民俗花钱——一品当朝。1998年王
建明与它初次相遇在宁波的一个旧货市场，卖主开价100元。“20年前的
100元啊，我嫌贵，没买。过些时候去看，发现已经被买走了，非常后悔。”
过了几年，有一个藏友打包2800元卖出一批花钱，王建明发现那枚失之
交臂的花钱就在其中，马上接手。王建明向记者展示了这个花钱的两面
图案，其中一面有只仙鹤在一块礁石上梳理羽毛，礁石边浪花飞溅。在
明清时期，鹤意喻长寿，又可代指官至一品，因此此花钱有“一品当潮
（朝）”之意。

作为一名铁杆钱币爱好者，王建明还有很多业余工作带来的头衔
——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宁波市钱币学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宁波钱
币》杂志副主编、浙江泉友会宁波分会秘书长、宁波市收藏家协会鉴定委
员会委员……他的业余时间被满满的瓜分在钱币研究、泉友聚会、学会讨
论、帮藏友鉴定古钱币、给学校带去关于古钱币文化的讲座等等活动之中。

居小宅，着旧衣，物质生活的节俭与收藏品的丰富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而收藏所带来精神上的富足感，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不惜今钱
爱古钱”，他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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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明的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