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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谈桃林设计制作的香港回归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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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收藏中有一枚

早期革命根据地发行的银
币。银币直径 38.8毫米，

厚 2.3毫米，重 26.45克，
正面币文为“全世界无产

阶级联合起来呵”，中间有

镰刀、锤头、地球等图案
（图 1）。另一面有“一九三

二年造”等字样，中间标明
币值“壹圆”（图 2）。

据考证，这枚银币由
鄂豫皖根据地铸造。鄂豫

皖根据地位于湖北、安徽、
河南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

区，地跨鄂东北、豫东南和
皖西北三个区域。根据地

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于
1930 年 ６ 月下旬，并于

1930年至 1932年发行苏
区货币。由于根据地的名

称曾多次变更，根据地银
行行名随之发生变化，发

行的货币也多次变更。1930年 10月，鄂豫

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成立，后发行 1931版的
壹圆银元券。1931年 ７月鄂豫皖苏区召开

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定名苏区政府为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特区苏维

埃银行遂更名为“鄂豫皖区苏维埃银行”，
该行发行 1931年版的壹圆银元券和 1932

年版的伍角银元券。在皖西金家寨（今金寨

县）成立“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该行设
印刷厂，油印和石印纸币，发行 1931年版

的壹圆银元券 ２种，贰角银元券和伍圆银
元券各 １种，1932年版壹圆银元券 １种。

1931年夏，皖西北苏维埃政府成立
“皖西北苏维埃造币厂”，起初设在金家寨

麻埠大街源仁记钱庄，次年迁至水口庙（今
属霍山县）南溪区南湾汪冲。“皖西北苏维

埃造币厂”主要铸造铜元，也以“鄂豫皖省
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的名义铸造银元。

1932年 １月 10日，鄂豫皖省苏维埃
政府成立。３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改

行名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后又改成
“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此后停止发

行鄂豫皖特区和皖西北特区两银行的纸
币，发行“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纸币壹圆

券 ２种和伍角券 １种，“鄂豫皖省苏维埃工
农银行”贰角券 ２种和伍角券 １种，均由

“皖西北印刷局”印制。行址设于新集。
1932年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还

发行壹圆银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呵”壹圆银元，就此诞生在这段特殊历史长

河中，不仅为根据地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
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而且还有力地支

持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巩固了革命政权，

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不仅是商
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

革命经济政策的产物。
1932年 10月红军撤离根据地，向川

陕转移，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和工农银行
随着撤离的同时停止了各类货币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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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的两枚奖章

百年华诞 百章风采 镌刻记忆
◆ 储有明

    今年“七一”是建党百年大庆，又是香港

回归二十四周年，我把玩着一方一圆两把“回

归壶”，不由得想起许多往事。
二十多年前，壶艺家谈桃林在创意设计

《香港回归壶》时听说英方在谈判桌前常常添

堵，搞些“弯弯绕”的小动作，便在设计图上摒

弃以往惯用的曲线、弧线和流线型，从壶身到

壶盖、把、钮、嘴全部采用简洁明了的直线连
接，意为凡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只能“扛着毛

竹上街———直来直去”，容不得丝毫含糊，更
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壶正面用金丝镶嵌成一个硕大的繁体行

草“归”字，四周用银丝回字纹饰，典雅大气。

下方镌刻着“香港 1897-1997”。在紫砂壶上
施以镶嵌，是一件十分繁复、精细的工作。壶
的另一面是绽放的香港市花———紫荆花。五

片用金丝镶嵌成的花瓣各含有一颗星，寓意

香港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谈桃林把《香港回归壶》的壶形设计成方

壶意喻泾渭分明。我却从纵横交错的线条上
看到了美学中的“直线美”和“力量美”。它如

五线乐谱，音符在欢快地跳跃，奏响了时代的
强音“祖国，我爱您！”

1999年 12月 20日，零点钟声敲响，中

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交接仪式。谈桃林又
投入到《澳门回归壶》的创作中，所不同的是

这次设计成饱满的圆形，柔和的线条勾勒出
一羽展翅欲飞的和平鸽，象征澳门平稳过渡

飞向新世纪。壶钮为澳门半岛的祥云，壶盖上
两朵云彩纹饰分别为氹仔岛和路环岛。

壶身两侧是由双圈九回纹组成并镶嵌金
银丝，意即“九九”。回纹圈内镶有篆体的“归”

字。回纹下方刻有英文“MACAU 1899-

1999”。壶的另一侧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
徽———盛开的莲花。

两把“回归壶”造型各有特色，典雅庄重，
一圆一方，地久天长。

    我珍藏着两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奖章，

对我来说，它们是长辈对我们这些后人的言
传身教，是精神传承的无价之宝。

一枚是 1963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颁发

给外公的“先进工作者”奖章。外公是煤炭行

业的普通送货工，那年已五十多岁，他平时工

作勤恳、任劳任怨，每次送完货总是把场地打
扫得干干净净。有一次，刚送完煤的外公在狭

窄的楼道里与人擦肩而过，那人端着的一锅

汤洒了。外公不顾自己被烫伤，一边道歉一边
拿出自己的钱和票证来赔。我知道后心中不

愤，走道那么窄，发生碰撞两人都有责任，凭
什么外公被烫伤了还要赔钱？外公却对我说：

“你记住，做人不许气量小，为小事多计较要

影响将来做大事的。”外公讲不出大道理，但

他用实际行动为我们这些小辈诠释了做人的
道理。因为外公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工作勤

勉，襟怀坦白，单位里的人缘极好，后来被评

为了上海市的“先进工作者”。
另一枚是 1965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颁

给母亲的“五好职工”奖章。母亲是一个普通的

纺织女工，那年 38岁。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像外

公，话语不多积极肯干，常常因为忙工作顾不上

家。由于工厂离家远，母亲不能每天回家，只有
等厂里安排她上夜班，才能在第二天一早，夜班

结束后回家。有一天，她刚回到家，正准备睡觉，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匆匆忙忙地拿起拎包，

打算回厂。“路这么远，有啥事体还是先打个电

话吧！”我给她出主意。妈妈说有一些布的质量

问题没交代，要是被当作正品出厂就是事故。

她找到公用电话，打电话告诉班组同事。回家
想想还是不放心，妈妈说：“我是党员，首先应

该关心事业。”说完还是出门回厂去了。难得
回家一次，在家没待几分钟。好在我们有外

公、外婆照顾，她才能一心扑在工作上。
母亲很少谈厂里的事，许多她的事都是

我从她同事或经她带教的外地同行来家里时
听说的。记得有一年，有批兰州棉纺业的同行

来上海学习取经，临走时有位小王阿姨特意
来我家，依依不舍地与“师傅”告别。小王阿姨

说着、说着，动情地流下了眼泪。原来由于语
言交流不畅，小王学得很慢，特别是纱线的接

头方法两地不同，影响了产品质量，母亲常常

下班后让小王留在身边，手把手地耐心教，直
到她学会。临走时，小王阿姨拍着我的肩膀，

鼓励我向母亲学习，将来也有出息。后来听说
小王阿姨因为这次来上海学习，学会了很多

技术，回去后成了当地的生产能手。

两枚奖章奖给了一对父女，是对他们的

辛勤付出作出的肯定。外公去世近四十年了，
母亲今年九十五岁了还健在，她在养老院里

仍然严于律己，经常询问居委党组织的信息。
我经常会想起外公和母亲的教诲，对照自己

的人生之路，于无愧中感到满足。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华诞，

沪上篆刻艺术家胡万宝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来经历的峥嵘岁月和战斗历程，以精练的

语言组成 100个四字词组，镌刻在收藏家王
国新提供的一百枚 5 厘米见方的青田石章

上；呈现出百年华诞，百章风采。
这百枚印章，基本上涵盖了建党以来的

重大历史事件。从建党初期的“开天辟地”“建

党伟业”“上海一大”“南湖红船”，到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红色政
权”；从“万里长征”“雪山草地”到“北上抗日”

“百团大战”；从“三大战役”“百万雄师”到“统一

战线”“开国大典”……

百年奋斗，百年征程，以篆刻艺术的形式，
镌刻在记忆里，镌刻在心坎中。近日，这百枚印

章的印拓件已被中共一大纪念馆收藏。

篆刻艺术历来有“朱文”和“白文”两种不

同的表现形式。当篆刻艺术家通过一系列印
章来表现一个主题时，往往会兼用两种不同

的表现形式，借助印面上红与白两种色彩的
对比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然而这次的一

百枚印章被镌刻成朱文，以红色的印面文字
来喻意“百年党史，红色征途”。

为了提高印章的艺术性，胡万宝在刻印

的书法、章法和刀法上均颇费斟酌。首先他力
求书法的古雅醇厚，印面书法采用甲骨文、三

代吉金文和战国文字，旁探秦诏和古泉铸文，
将秦之前的金石文字，悉数移入印中；使得作

品古意盎然。其次，章法上在力求字形高古的
前提下，十分注意笔画的粗细变化；在以横竖

方折为主的布局模式中，刻意强化和增加斜
线和曲线，使印面在方寸之前舒展洒脱，错落

有致，疏密对比强烈。再次，在刀法上运刀猛
利，下刀精准，动感十足；既大量采用浙派的

切刀法，以切刀法强化线条的质感，又兼收并
蓄，酌采皖派的冲刀法；将冲刀、切刀及碎刀

诸法熔于一炉，获得了极佳的视觉效果。

一方一圆“回归壶”
    这件昂首挺胸、有着紫色靓

丽外壳的陶艺蜗牛产自陶都淄
博，是三十多年前在南京路花鸟

商店觅得的。初时由于价格较高，
我也曾犹豫再三，但终不敌其美

妙风姿的诱惑，断然掏钱买下。
蜗牛是生活在陆地上的螺

类，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纲。蜗牛

是牙齿最多的动物，但它们无法
咀嚼食物。这是因为它的牙齿颗

粒极小，呈带状结构，只能慢慢碾
碎食物，以便消化。这些微小的牙

齿会慢慢磨损钝化，而后被新牙
取代。蜗牛的躯体包括眼、口、足、

壳、触角等部分，它们的壳有宝塔
形、陀螺形、圆锥形、球形、烟斗形

等等，且色彩丰富。蜗牛爬行虽
慢，但一旦认准了方向，就会一直专注朝着这

个方向前进。在许多故事中，蜗牛都有着坚持
不懈、锲而不舍的寓意。

这件陶艺蜗牛长 12.5厘米，高 10厘米，
厚 6.5厘米。三十多年过去了，风姿依旧，艳

丽如初。虽然它背负着重重的壳，迈着艰难的
步履，却一步一个脚印，不惧路途遥远，充满

了希望和执着。我时常把玩这件陶艺作品，也

时常以百折不挠的蜗牛精神勉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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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桃林设计制作的澳门回归壶

■ 外公获得的奖章（左）和母亲获得的奖章（右）

图 1

图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