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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郭飞飞

富丽堂皇的
宫廷家具、色彩绚
丽的瓷器、光洁莹
润的玉器、光彩夺
目的黄金……这些
都是当今收藏界的
常见品类。随着藏
品范围的不断扩大，
收藏爱好者的队伍也
在不断壮大。其实在
历史上，有几次较大
的收藏热，今天我们就
来回顾一下古人曾经
追过的藏品吧！

近期，各银行相继发行了品种多
样的理财产品。您是否感到眼花缭
乱，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挑选合适的
产品？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款高收
益、保本型理财产品——平顶山银行

“金凤凰理财”鹰城财富系列产品第
11期。

一、产品简介

平顶山银行“金凤凰理财”专注

于财富管理，提供专业周到的理财
服务，以追求行业卓越为目标。鹰
城财富系列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同
业存放、银行间债券市场、货币市
场等金融资产，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
产品。

二、产品特点

鹰城财富系列理财产品具有两
大特点：一是保证本金安全，资金

安全性较高；二是手续方便，个人
客户只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及平顶山银行借记卡到开户网点
即可购买，机构客户须企业相关授
权委托到平顶山银行开户网点方
可购买。

三、产品详细介绍

为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求，特
推出第11期国庆版保本理财产品。

1.产品募集期 9月29日~10月
8日，募集期至产品成立日（不含）客
户可获得认购本金的活期存款利息
收益，产品成立日是10月9日。

2.认购起点金额 个人客户最
低5万元起售，机构客户最低10万元
起售，以1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3.预期年化收益率 预期年化
收益率5.0%。

4.理财期限 期限82天。

平顶山银行推出鹰城财富国庆版保本理财产品

今天，不少人喜欢收藏，图的就
是乐和，希望借收藏愉悦身心，修
身养性。古玩的价格主要受供求
关系的影响，它们本身并不能创造
价值，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希望通
过收藏来实现资产增值是一种投机
行为。

既然是投机就有风险，如果判
断准确，有可能一夜之间获利百
倍；如果判断失误，也有可能血本
无归。1992年我国发行第二轮生

肖邮票——猴票时，很多人认为
肯定会供不应求，所以购买了成
百上千张猴票，结果发行量比预
期的大得多，猴票价格大跌，不少
人因此赔了钱。

所以，收藏作为一种投资方式，
比较适合那些资金比较雄厚又对收
藏很感兴趣的投资者。如果您想通
过收藏赚钱，一定要当心，认真衡量
自己的财力、精力以及风险承受力
后再作决定。

除了当今的收藏热，历史上的
收藏热主要有4次，分别在北宋时
期、晚明时期、康乾盛世、晚清到民
国初期。

北宋时期，受程朱理学的影
响，当时的社会是收敛型的，对
文化有强大的聚集力量，再加上
宋徽宗这样一个艺术造诣极高
的皇帝，收藏热的形成也就不足
为奇了。

晚明时期，经济富足，资本主义
萌芽产生，商品大量出现，如大彬的
紫砂、江千里的螺钿、陆子冈的治
玉、张鸣岐的手炉等。人们也以拥
有这些具有个人色彩的商品为荣，
收藏由此兴起。

康乾盛世长达100多年，是中

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稳定繁荣的时
期。这次收藏热的形成还与当时
在位的皇帝有极大关系，当时流传
下来的优质藏品大多为皇帝亲自
督造的。

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收藏热主要
是因外需加大、内需相对缩小而形
成的。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大肆掠
夺，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品都是
在这一时期流落到海外的。民国
四公子张学良、张伯驹、溥侗、袁
克文都酷爱收藏，不惜花重金购
买自己喜欢的藏品。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这几
次收藏热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有较
大关系，这与当今的收藏热还是有
很大不同的。

收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积累财
富、积累知识的过程，只有最基本的
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人们才会去关注
文化层面的东西，所谓“盛世收藏”说
的就是这个理。所以，历史上每一次
收藏热的形成都离不开经济的支
撑。此外，收藏热的形成还通常具备
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官方的默许和提倡。北宋
宣和年间，宋徽宗就非常提倡收藏，
他成立了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又
称宣和画院），网罗天下顶级画师到
他的门下，所以才有了当时绘画艺术
的大发展。

现在，媒体上关于收藏的栏目
有很多，如央视的《鉴宝》等。如果
说这还不能体现出国家对收藏的提
倡，那么我们可以查找国家对文物收
购的相关信息，不论是出巨资购买流
落海外的文物，还是关于文物入境的
关税优惠政策，都体现出国家对收藏
的许可或者说是提倡。

第二，出版物集中。今天我们看
到的所有有关文物的出版物，几乎都
是在收藏热时期出现的。

第三，摹古、造假成风。摹古是
模仿前人的成就，是君子坦荡荡的行
为；造假则是为了让人真假难辨，但
两者都是收藏热的标志，有需求才会
有市场。

第四，市场繁荣，有专门的文玩
市场和队伍庞大的收藏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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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网

世界上重大的政治事件、重大
的突发事件、重要国家的战争，都会
对金价造成很大的影响，全球地缘
政治局势动荡往往会导致短期内黄
金避险需求攀升。本文将梳理二战
以后发生的主要战争及其对金价的
影响。

第一是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
汗的战争推动金价走势，使金价在
1980年1月21日达到当时的历史高
点——每盎司850美元。

第二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
特。1990年8月2日，伊拉克突然袭
击了科威特，金价由每盎司 370.65
美元跳升至每盎司 380.70 美元，当
日金价上影线较长，短线出现过明
显的涨幅。

第三是 2001 年美国入侵阿富
汗。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组织撞
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黄金
在当日急速冲高至每盎司291美元，
但随后高位震荡，未有明显上涨。
同年 10 月 7 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战
争，阿富汗政权不堪一击，金价出现
短暂小幅上涨后，随之而来的是持
续一个多月的下跌。

第四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的一个月，黄
金价格一路走低，从每盎司 388.90
美元下跌至每盎司331.50美元。在
战争开始后，黄金仍呈下跌走势。
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伊拉克主
战场战争结束，黄金价格冲高至每
盎司 374.4 美元，随后接连下滑，7
月15日为每盎司340.68美元，跌幅
达9%。

第五是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
黄金受到利比亚战争的影响大幅上
涨，从战争前2011年1月28日的低
点每盎司 1307.8 美元，上涨至 2011
年5月2日的每盎司1575美元，涨幅
高达18.79%。

由以上分析可见，战争给黄金
带来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上涨。
如果是突发性战争，由于在市场预
期之外，因此，金价往往会产生脉
冲式行情，但之后快速下跌的概率
较大；如果是市场预期之内的战
争，那么在战争爆发前，金价的上
涨基本已经反映了这种预期，而战
争正式爆发则宣告了其对金价促
涨作用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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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战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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