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铸就辉煌的“十三五”

收官之年，壮阔宏伟的“十四五”又
将启航。“五年计划”，全称《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计划纲要》，从 1953年开始编制并

实施。从 2006年起，“五年计划”改
称为“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属于

长期规划，引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向

前发展。已实施的 13个“五年计划”
（“五年规划”），坚持不懈地描绘我

国发展蓝图，使社会创造总量和能
力大幅度提高，工农业总产值不断

增长，重大科技成就世人瞩目，标志
性成果突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显著增强。为了让“十四五”规划更
科学更贴近人民群众的需求，各地

还纷纷开展“问计于民”活动。
近日整理邮册，发现 1976年 2

月 20日由邮电部发行的“五年计

划”题材邮票———《胜利完成第四个

五年计划》颇有特色。
首先是枚数最多。全套邮票枚

数达 16枚，是以“J”为志号的纪念
邮票中，迄今为止枚数最多的一套

邮票。我国发行过多于 16枚的邮
票，但不是“J”志号。如 1952年 6月

20日发行的特 4邮票《广播体操》，

枚数达 40枚，绘制了广播体操的
40个动作。又如 1955年 10月 1日

发行的特 13邮票《努力完成第一个
五年建设计划》，枚数多至 18枚。

“四五计划”邮票是早期题材好的大
套票，收藏与欣赏两相宜。

其次是分次发行。“四五计划”

全套邮票，并非于同一日亮相，而是
分次发行。据记载，其中的第 6枚到

第 10枚于 1976年 4月 9日发行，
第 11枚到第 16枚于 1976年 6 月

12日发行，全套完整发行历时 112

天。一套邮票发行时长百余天是比

较少见的，也成就了这套邮票一个

“独特”之处。
作为一套反映经济建设成就的

邮票，表现的内容丰富多彩———16

枚邮票分别描绘了第四个五年计划

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卫生等多
个方面的建设成就。一套邮票里，围

绕一个主题，涉及这样广泛的内容，

在国内邮票发行史上也是鲜见的。
此外，该套邮票以影写版印制，使邮

票色彩鲜艳，层次丰富，给人“明丽”
的视觉享受。

邮票展现的是我国宏观经济
建设成就，但邮票画面却是宏观事

以微观形式叙述，即用典型情形，

象征即看即明白的一个行业。如代
表教育行业的第 13枚邮票《牧区

小学》，是一所藏族牧民小学里，
身穿藏袍的女教师正在上珠算课，

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认真地听
课，彰显我国教育普及的成就。宏

观微述，契合了邮票使用平民化的

特性。
时至今日，此套邮票的存世量

较少。上世纪 70年代，写信是人们
互相联系交流的重要方式，邮寄信

函消耗邮票量很大。当年这套邮票
发行量为 800万套，数量并不算少，

但由于 16枚邮票的面值均为 8分，

是国内平信邮资，所以大量邮票都
被使用掉了。特别是第 13枚（一说

第 3枚）、第 16枚（一说第 15枚）存
世量少，致收集难度变大。

我收藏的这套邮票，是上世纪
80年代初在南京东路集邮公司购

买的，总面值 1.28 元，购买时花了
大约 2元钱（当年我的月工资是 42

元）。这套邮票画面构图形象，色彩
明丽，一枚一图，画画精美，仿佛连

环画一般，一直被我当作宝贝。

    我家珍藏一本 1934 年版

《中华景象》，与被誉为“中国动
画鼻祖”的万籁鸣有关。《中华

景象》介绍了华夏各地风土人
情景象，是中国人自行编制出

版的第一本大型摄影集。该书
的主编是良友出版印刷公司创

始人伍联德。

1932年秋，良友公司派出
“良友摄影旅游团”外出采风，

实地摄影，足迹遍布全国，前后
耗时八月有余，行程五万余里，

收获了反映当时各地风土、人
情、景物、遗迹照片近万幅，连

同“良友”公司原有照片五万余
幅，从中选择最佳摄影作品汇

编成书。万籁鸣在《良友》杂志
社工作期间参与了编辑工作，

历经三年，终于编制成书。之
后，《良友》杂志刊载的该书广

告，也是由万籁鸣先生所作，并
有“籁鸣”字样的签名。《中华景

象》出版后，万籁鸣就将一本
《中华景象》赠送给我的伯父顾

志刚。
《中华景象》宽 22厘米、长

32 厘米、厚 5 厘米，全书共计
500多页，书中刊有彩色版整

页摄影作品，如：手持“良友摄
影旅游团”三角旗的梁得所、欧

阳璞、张沅恒、司徒荣四位摄影
者在甘肃泾川县南石窟魏代造

像前合影以及北海公园、曲阜

孔庙、钱塘江等名胜古迹风景
照片 40余幅，均加涂彩色（彼

时尚无彩色胶卷）；收入南京中

山陵和千佛岩、扬州瘦西湖、上
海跑马厅、西藏拉萨藏族同胞

等黑白照片约 2000余幅。全书
按照当时国内行政区划划分篇

章，每“省”一章，作该省历史沿
革概述；继而据实选刊物产（动

物、植物、矿物、工艺）、自然环

境（山脉、水系、海岸、气候）、交

    家中藏有一幅刘浚川先生的墨

宝。刘浚川先生是老一辈杰出的书
法艺术家，善书多种书体，行草隶皆

佳，以楷书和魏碑书法名重于世。
这是一幅以魏碑体书就的唐代

诗人戴叔伦名篇《兰溪棹歌》，幅面
为 3尺×1尺，全诗四句：“凉月如眉

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

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描写的
是春夜兰溪江边的山水美景和渔民

的欢乐心情。配合刘浚川先生苍劲
古朴的魏碑书法，气势雄浑，一眼看

去浩然之气扑面而来。在诗文的后
面注有“万中先生雅属”字样，字画

的右上方，盖有长方形精致迎首章，
为篆刻字体“翰墨缘”三字，落款处

钤有刘老先生的印章和“八十岁后
作”的闲章。

刘浚川先生 1914年出生于安
徽宿州，号鹤山老人、艺林居主，自

幼时起便跟随舅父练习书法，可谓
萤窗雪案，苦习临池，毕生饮墨如

饴。自定居南京以后，曾经是南京中
央商场一名普通职工，直至上世纪

80年代末，方才进入江苏省文史馆

工作。刘老先生的深厚书法造诣，受
到当代众多书法家推崇，他的碑体

真书和林散之先生的帖派草书，是
中国当代书坛上这两种书体的最高

水平。坊间依据他的经历，送他一个
雅号，叫“布衣楷圣”。书法大师赵朴

初先生曾评价刘老先生的字：“小到

精妙入微，大到气贯长虹”。
随着名声日盛，上门求取墨宝

的人自是不少，其中不乏重金求购
者，却常常遭到婉拒。刘老先生的写

字对象有两种：一是真心爱字、懂字
的，还有就是亲朋挚友所托，他一般

不会拂别人情面。帮人家写字也从
不谈价钱，每每有求必应，而且写字

的时候总是一丝不苟，每一笔都到
位，非常工整、漂亮。

古人云：“门无车马，室有琴
书”，挂上这份珍贵的墨宝，使我的

陋室平添一缕书卷之气，眼观刘老
墨宝，颂读洋溢清新气息的诗文，睹

物生情，使我更加珍惜作品，思念那
位德艺双馨的故人。

    这是一方由戈壁玛瑙制作的

案石，酷似一幅充满秋意的立体山
峰图，从上海钦州路花卉市场觅

得。戈壁玛瑙质地坚硬，摩氏硬度
为 7～8，石质细腻，形态丰富，色像

霞光，润似水晶，主要产于我国内
蒙古阿拉善、新疆等地区。

该石长 18.5 厘米，宽 10 厘

米，高 14厘米。其形，石体山势绵
延起伏、浅峦高岑、张弛有度，呈一

峰耸峙，众峰拥簇，前低后高，前小
后大，高低参差，尊卑分明，主从容

与，高下相谐，聚散有度，壁立千
仞，体势雄强。观之令人顿生高山

仰止，崇高壮美之感；其色，已入深
秋，山顶萧飒隐见淡黄色的惊悚枯

枝，夏蝉走了，秋虫去了，山上光秃
秃的，黄叶早已铺满了小路，尽是

大大小小的石头疙瘩，山腰盘旋的
那曲折险峻的实木栈道，幽深的峡

谷之中，升腾着神鬼莫测的氤氲山

气；其景，粗犷的山体，敦厚的栈
道，别样的景致，镶嵌在天边的连

绵起伏的山峦，如一副神奇的轻纱
帷幔，在夕阳的照耀下反射出闪闪

的金光，显得分外壮丽，一幅隐涵
充满粗犷而冷峻的俊山秋意图。

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春生秋

果，天地轮回，世间万物不停地春
花秋月，人生不断地时起时落，似

初花般灿烂夺目，似枯枝败叶般
终老归根，乐也为其一生，悲也终

其一世。人生一世，莫与春花争
艳，莫与富贵比荣，随波逐流而

来，随风逐雨而去，不枉此生此行
也。这方玛瑙不仅生动地表达了

深秋景色，而且告诫我们人生要
经得起磨难的考验。遇到命途坎

坷，也许有时会对命运失望，却永
远不能绝望，因为路还在我们脚

下。只要我们勇敢坚强地踏出每

一步，我们的梦终究会实现，因为
阳光总在风雨后。而且，只要我们

经历风雨，迎接我们的就不仅仅
是阳光，更有那五彩斑斓的彩虹。

让我们勇敢的心灵，去发现希望，
拥抱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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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铁路、汽车路、大

路、航运）、民情（教育、
生活）、商埠名城等多

方面内容的黑白照片；
篇末还刊有人口等多

项统计数据。由于书中
所有照片皆有中文说

明和英语译文，所以深

受海内外人士喜爱，销
路甚广。欧洲、日本、东

南亚、美国、南美洲等
地预约邮购此书的中外人士信

函纷至沓来，初版迅速售罄后又
多次再版。鉴于此书成本高昂，

预约优惠售价为“大洋十六元三
角”，相对于当时普通职员的三

四个月的工资，所以总计印数也
仅数千本。此后，经历战火，至今

存世之书已不多。

在《中华景象》上印有“敬告
全国读者书”：“兹者本书付梓，

国人当知如何保我国土，利我财
源……而挽救此垂危中之祖国

也。”凸显了万籁鸣先生偕同“良
友”编辑部人士和亿万炎黄子孙

同胞同心同德爱我中华的满腔
爱国热忱。

1948年，我的伯父和我的
父亲同去香港开店，此书携带不

便，遂交由我的母亲留在上海保
管。母亲曾经告诉我：“伯父和父

亲初到港地，受《中华景象》启
示，即取店名为‘中国照相馆’。”

彼时，万籁鸣也离开了申城，暂
居香港，他同我的伯父时常来

往，谈论摄影艺事。1986年夏，
我与万籁鸣、万古蟾兄弟谈起伯

父顾志刚早年与他们一起摄影
的旧事，万籁鸣先生即兴题字

“艺林精英”相赠。“动画鼻祖”万
籁鸣多才多艺，令人难忘。

“布衣楷圣”的
《兰溪棹歌》

◆ 谷万中

玛瑙·秋山 ◆ 原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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