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枚首次发现的毛
泽覃 (字润菊 )(1905—1935 年 )
亲 笔 手 书 致 周 高 潮 (1903—
1932 年)的赣西南苏区实寄封。

经考证 ， 此信封为时任
赣西南特委中路行委直属党
部书记毛泽覃 1932 年 8 月 9
日于公略县所属东固区淘金
乡寄给驻吉安县永阳时任西
路行委书记周高潮的一封快
信。

按 当 时 赤 色 邮 政 规 定 ，
党政机关之间公函须贴赣西

南赤色邮政邮票寄递 ，而此封
竟未贴邮票却走完全程 ，实属
特例 ，尤其是这个 “赣西南省
赤色邮务总局检查之章 ”又是
首次亮相。

此封完整 ， 背贴封条 ，所
盖戳章自然清晰。 估计因党务
紧急重要 ，又是直属党部书记
急件 ，所以东固分局直送省总
局查验后再交纯化分局送达 。
这是当年苏区赤色邮政在战
争环境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处理的生动事例。 （王华新）

红色文献： 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壹

文 / 常伟

晋溪表谈

“大八件”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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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艺术 分享喜悦

上期文章以清代小说《品花
宝鉴》结尾，带出了“大八件”一
词。 不要误会， 有种糕点的名称
虽然也叫此名， 但我们要谈的是
横扫 19 世纪 100 年间中国市场
的一种挂表。根据我的研究，最晚
到道光十二年 （1832年 ） 就有了

“大八件”和“小八件”的称谓，当
时的表述如下：

大八件表，每轮各一夹板，不
用塔轮、链条，即从发条芯开转，
顺开顺走……又有小八件与大八
件微异。 （摘录自《三才揭要》）

古人说得明白， 这类表与早
期厚重的塔轮表不同 （俗称芝麻
链表），主要是机芯夹板简化了设
计， 一来厚度见薄、 二来机件可
赏， 是西方专门为中国人制造的
机芯。 这类机芯是从法国钟表师
让 - 安托万·莱皮纳（1720-1814
年）的发明获得灵感，不仅采用了
独立式发条盒， 而且专门装配了
经过雕刻花纹的鎏金机芯， 国际
上也被称为“中国式机芯”。 成熟
的“大八件”机芯通常由主夹板、
上夹板（包括一个传动夹板 、一个
擒纵夹板、一个摆夹板等）和一个
发条盒组成， 采用的材料也有所
不同，例如黄铜、钢等，黄铜属于
常用的基本材料 （往往采用鎏金
工艺 ），钢材则较为特殊 （往往采
用镜面抛光或烧蓝工艺）。技术造
型与艺术装饰也层出不穷， 在世
界钟表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大八件”机芯经常通过手工
雕刻纹路被赋予特殊的外貌，其
中的雕刻图案以唐草纹居多，但
也有小鸟、蝴蝶、花卉等具象的造
型， 有些会使夹板边缘呈现波浪
的线条。特殊的机芯还采用珐琅、
漆绘、贴花等工艺进行修饰，形成
极具艺术化的效果， 对于喜欢欣
赏机芯的中国人来说， 这种在工
艺层面的极大提升是独具匠心
的。例如：采用珐琅在机芯上进行
填充，因为这个工艺还需要烧结，
所以经常会使机芯的定位细节变
形，因此这类机芯成品率极低，也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欣赏需
要，“大八件” 逐渐在机芯设计上
衍生了不同的类别， 这些设计主
要是针对上夹板而言， 如俗称的
“龙凤夹板”、“云纹夹板” 以及
“满花夹板” 等等。 制表师让·蒂
克西埃是这种机芯的始作俑者。
此外， 还有一些是简化的夹板造
型，比如：猴头造型的夹板就充满
着意趣。对于八天动力储存机芯，
有时也会采用两个发条盒的设
计， 在机芯设计上往往是中轴对
称，发条盒分别位于中轴两边，极
为容易辨识。 如果能见到一只既
有“龙凤夹板”、又带珐琅工艺的
机芯， 那可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
美事（如下图）！

最后， 我们再看看著名的钟
表收藏家矫大羽先生怎么说：“在
中西钟表文化交流史中， 一百多
年前独占庞大中国市场时间最长
的各式‘大八件’怀表，以其质量
之精、造型之美、变化之奇、数量
之多、覆盖面之广，创造了最大的
钟表奇迹。 ”

钟表文化学者及鉴
藏者，时计堂创办人。 北
京收藏家协会理事、澳门
钟表协会副会长，日内瓦
高级钟表大奖赛中国评
委。 著有《钟表收藏知识
30 讲 》《中国与钟表 》《名
表名鉴 》 《播 威 与 中 国 》
等。

常
伟

红色收藏系列（二）受访嘉宾

符春晓
四川达州人， 旅居广州

45 年，收集研究苏区文化藏
品 50 年，包括苏维埃时期的
政府文件、邮票、信札、实物
等， 对毛泽东苏区时期文物
如诗词、布告、信札、文稿有
强烈的研究收藏热情。 曾任
《广州集邮》杂志、香港《中华
集邮杂志》主编。

钟浩天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海外安防委员会常务副会
长、广东叶剑英研究会顾问，
红色文献收藏家。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施沛霖 图 / 受访者提供（均为符春晓藏品）

峥嵘岁月
故故纸纸留留香香

珍藏红色文献，铭记青史悠悠

它饱含岁月沧桑感，它具有不可再造性，它蕴含着丰厚的历史与文化价
值，是我们的精神坐标、红色基因的承载物……红色文献在收藏领域

是一个意义独特的存在。 它们再现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砥砺前行的革命历程。一件件镌刻着
历史足迹的红色文献，能唤醒尘封已久的岁月记忆，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并从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

纵观当代收藏现象，不难发现，人们对历史的追寻、对文化与艺术的
欣赏，对逝去时光的无限眷恋，是点燃收藏热情的导火索。而收藏红色文献

的藏家，却在一张张泛黄的旧手稿、陈旧的书信布告和尘封的书报刊物之
中，寻找到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收藏市场中，红色收藏一直是比较活跃的门类，近年更备受收藏界
和学术界的关注。 2019 年 11 月底，由井冈山市人民政府和江西省集邮协
会等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江西省集邮巡展（井冈山
站）》展览中，曾公开展出过一批由著名红色文献收藏家符春晓珍藏的红色
文献，引发了不少学术探讨。如何从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入手，深刻理解红
色文献独特的价值与魅力？ 我们请来相关专家，为读者一一分析。

羊城晚报记者：红色文献
主要分哪几个历史阶段？ 近年
在学术界和收藏界 ，备受关注
的红色文献有哪些品类？

符春晓： 在我国的红色文
献应包括五四运动前后、建党初
期以及建军、井冈山、苏维埃、延
安、西柏坡、解放战争等不同时
期形成和遗留下来的纸质、布质
等文字， 小自红军战士的家信，
大至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书法墨
宝，均属红色文献之列。

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
是我党局部执政的时期，形成
了较多的纸质文件、 信札、宣
传品、民间文化品、党内外文
件、课本等，但五次围剿与反
围剿的战火太惨烈，一些重要
文笔书信也无法在战火中留
传，如项英、邓小平、黄公略等
中央领导人的文史资料很难
收集，书籍、邮票、报纸是公开

发行，则数量较为庞大。
这次选择刊出的藏品均

是具有唯一性的珍贵文献，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江西省集邮巡展（井冈
山站 ）》 等多个展览中均公开
展出过。

钟浩天： 狭义的红色文献
是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成立前后到 1949 年 10 月新
中国成立之间，由中国共产党
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
的各种文献资料、出版物以及
领导人真迹、信札等。 具体历
史时期包括红船时期、井冈山
时期、苏区时期、长征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但我认为解放初到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文献和相关藏品
如粮票、邮票、毛泽东像章等，
也应归属于红色收藏范围内，
这类藏品也是收藏者众。

羊城晚报记者：您认为保
护、 挖掘、 研究和传承红色文
献，在当下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符春晓：保护、挖掘、研究
和传承红色文献特别是中华苏
维埃时期和井冈山时期的红色
文献，意义非凡。习近平总书记
曾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
苏维埃的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党
的近代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非常
重要的一页， 是一部丰富生动
的科教书， 要加强对革命根据
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
思考我们是从哪里出发和为什
么出发，接受思想洗礼，以利于
更好地前进。 ”

无论是苏区邮票抑或红色
文献都是国家的精神坐标，是
民族的不朽脊梁，是革命志士
用鲜血谱写的地动山摇的壮
歌，是不忘初心的体现。

钟浩天： 传承红色文化就
是传承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
精神，它们是传承红色基因的
重要载体。 红色文献像毛主席
真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布
告，还有传记、刊物等，现在看
都令人奋发、催人泪下，令人
回忆起峥嵘的年代、光辉的历
史。 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文
献将为当代年轻人带来更多
的教育与启迪。 黄公略 219 字布告草稿 ，是黄

公略亲自执笔拟稿的红三军司令
部布告真迹原件 ，保留至今 ，十分
珍贵。 井冈山时期红军各部流行用
布 告 形 式 宣 传 共 产 党 和 红 军 ，如
1929 年 1 月的毛泽东 、朱德 、陈毅
等人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政治部
布告等。

黄 公 略 原 名 黄 礎 ，1898 年 1
月 24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桂花
乡 ， 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毕业 ，
1928 年 7 月与彭德怀 、滕代远领导
了平江起义 ，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第五军。 1930 年 7 月与毛泽东率领
的红四军组合成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军团。 《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
虽为黄公略亲笔书写 ，但其纲领和
宗旨均是向毛泽东学习而得。 布告
中 “保护商人邮政 ”是红军重视邮
政的政策宣示。

黄公略是红军时期的重要将
领， 毛泽东 1930 年写的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一词中的 “偏师借
重黄公略 ”， 足见毛泽东对黄公略
的器重和欣赏。

黄公略于 1931 年 9 月 15 日行
军途中遭敌机袭击 ， 壮烈牺牲 ，年
仅 33 岁。 毛泽东曾为他亲写挽联，
高度评价他光辉的一生。

（符春晓）
这是一封苏维埃共和国政

府副主席项英 （主席为毛泽东 ）
1934 年 11 月写给红军伤残军人
曾素贤关于兑换国币的亲笔信 。
信封面 16 字封背 44 字 ，由项英
签名 ，加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中央军区供给部 ”大
印印章。

依照苏维埃政策 ， 红军伤
残人士受到特殊照顾 ，所以曾素
贤向项英申请了用军区供应票
兑换国币的要求 ， 项英体恤伤
员，向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财
政部写了便信 ， 由于战事激烈 ，
在落款上只写了 11 月无法确定
具体日期 。 国民党军 1934 年 11
月 10 日占领瑞金 ， 曾素贤无法
去兴国兑换两张供给票 （一张 5
元，一张 1 元），在战火中遗失一
张 （1 元 ），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
了五元一张 （见下图 ）和项英亲
笔信 ，此两件红色文物当年虽未
兑现 ，85 年后市值上升以万倍
计 ，项英亲笔留存极少 ，极其珍
贵。 （符春晓）

这是一张”湘赣省赤色邮
务总局‘红遍全球’邮票发行公
告“。翻印的这一《通告》虽是油
印，但字迹、附图和局印章十分
清晰，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发
现的最早和唯一的一张苏区邮
票发行公告。通告的发现，不但
更正了《中国邮票史》中把这一
邮票命名为“红棕色五星图”的
错误，应更正为“红遍全球”图。
更重要的是揭开了中国解放区
邮票中首枚小全张———“湘赣

省纪念伟大的苏俄十月革命胜
利十五周年”小全张（见题图）
的来历和发行时间。 以前当此
小全张出现时， 有人甚至认为
是臆造品。 它是为“拥援苏维埃
政权共贺第三国际万岁” 而发
行的。 这一史实的披露把我国
首枚解放区邮票小全张出现的
时间提前了 15 年(以前认为是
1947 年 7 月 7 日发行的 “七七
抗战十周年纪念”小全张)。

（王华新）

这张新发现的苏维埃共和国
时期 《中华湘赣边省 总 局 通 讯 员
证》，下部从右向左印有 ：“巩固苏维
埃政权拥护中央政府 ”，这是继上世
纪 30 年代首次面世的湘赣边省赤
色邮票实寄封和 “中华赤色邮政总
局”1931 年 9 月 15 日印制的 《赤色
邮务须知 》、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发
现的 《中华赤色邮政湘赣边省总局
快邮代电证 》 和刘娥姬女士捐赠的
缎质《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 》局
牌后 ，再发现的一件带 “边省 ”字样
的物证 。 这再次证实了二十余年前
我提出并论证过的观点 ：“中华赤色
邮政湘赣边省总局也就是湘赣省总
局前期的名称 ”，进一步揭开了湘赣
边省赤色邮票与湘赣省邮政总局名
称不统一的秘密。 （王华新）

收藏升温 存世量少，尤显珍贵贰

▲《红军第三军司
令部布告内容》

▲首次发现的《毛泽覃亲笔手书苏区实寄封》

茛“湘赣省赤色邮
务总局红遍全球红棕
色叁分六方连新票 ”
《发行通告》

茛《中华湘赣边省
总局通讯员证》

▲一封没有兑付
成功的项英亲笔信

羊城晚报记者：作为革命
文化重要载体 之 一 的 红 色 文
献， 近年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收
藏界的新宠。 您认为红色文献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符春晓： 从学术上讲，例
如项英为伤残红军战士兑换国
币的简函、黄公略的布告草稿，
还是《红遍全世界》邮票发行公
告，它们之所以珍贵，体现在这
些文献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红军进行军事割据和一
个新型国家为实现宗旨所进行
的革命行动， 这几份文献虽只
有寥寥数语，但其党史价值、邮
史价值、文物价值无可取代，具
唯一性和政治性，是研究、宣传
不忘初心的教材史证。

近 20 年来， 中国形成了
一个红色文献交易市场， 一些
真实的、 权威的、 来源清晰的

文献， 小品种价值十几万元，
大品种价值三五百万元不等，
这说明了我党早期文献无论在
历史上还是收藏市场上， 价值
与地位都是极高的。

钟浩天：对这些红色文献
的研究和解读 ， 能令我们深
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当年是
如何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
为何敢于推翻一个旧世界，
重建一个新世界。 除了更好
地理解这段光辉历程 ， 红色
文献也对历史起到印证和补
缺的作用。

对于热爱收藏红色文献的
藏家来说，更多的是收藏一种情
怀，一种信仰。 在战火中保存下
来的红色文献是用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对于我来说，更注重的
是红色文献的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学术价值，而非市场价值。

羊城晚报记者：近年在收
藏界和拍卖界 ，红色文献收藏
是否在持续升温？

钟浩天：由于红色文献的
历史和文化价值，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都受到不少收藏家
的关注。 国外的收藏家对于中
国这一历史时期也有相当深
刻的认识，对红色文献有强烈
的收藏兴趣。 但由于经历长期
战争 ， 早期的红色文献存世
少，收藏难度大，尤显珍贵。

符春晓：近年来国内外拍
卖市场有过多种中国红色文
献的拍卖记录 。 2013 年 11

月，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一封手
递公函封在中国嘉德秋季拍
卖的邮品钱币专场中以人民
币 655 多万元成交。 这也是毛
泽东毛笔字迹首次上拍。 国内
外多家拍卖公司也开辟了红
色文献的拍卖专场。 我认为流
通可以促进发掘和研究，对红
色文献流传有促进作用。

红色收藏一直是收藏市场
中比较活跃的门类。 由于历史
时间接近、群众基础深厚以及
红色收藏品具有的特殊年代
情怀，近年人民群众及收藏家
对此热情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