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涌金

本版编辑∶祝鸣华 视觉设计∶黄 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mh@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02019年6月26日 星期三

民间收藏

! ! !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年
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年来，风雨兼程终
成辉煌伟业。回顾党的历史，其中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是极为重要的节点。我参观并收
藏了新中国建立前 #次党代会纪念馆参观
券，从中可追寻党代会踪迹，重温星星之火
终成燎原之势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年 &月 %'日在上海望志路 $(#号（今
兴业路 &#号）召开。作为党的诞生地，参观
者人数众多，所以该馆印制的参观券也有
多种。我曾多次去参观，收藏了不同版本有
十几枚之多。上海市收藏协会党总支书记
张坚曾担任该馆办公室主任，得知我喜欢
收藏红色参观券，他将自己珍藏的早期参
观券赠送我。这枚参观券约为上世纪 &(年
代，红色底色，简洁大方。

第二次党代会于 $!%%年 &月 $#日在
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 #%)号召开，第一部
党章诞生此地。去年七一，我们虹口区收藏
学会'(名党员集体参观。之前，我作为党支
部书记持介绍信去联系。该馆讲解组党员组
长张先生热情接待，他解释现在已免费开放，

考虑到我们
学会有许多
红色专题收
藏家，特地将
封存的参观
券取出，赠送
每人一份留
念。馆方善解

人意，让收藏家非常兴奋。当时正逢上海电视
台新闻采访，我代表学会表示，我们会员收
藏许多红色史料，一定会大力支持纪念馆
建设，让个人藏品实现社会价值。

第三次党代会于 $!%'年 #月 $%日在
广州恤孤院路 '号召开。这次大会决定国
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十几年前，我
去广州参观过，当时还没有正式开放。后
来，广东收藏家李伟钦赠我参观券，成全我
的专题收藏。

第四次党代会于 $!%)年 $月 $$日在
上海虹口东宝兴路 %)* 弄 %" 支弄 " 号召
开。大会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
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会址纪
念馆现建在虹口区四川北路绿地公园，有纪
念门券可参观领取。虹口区为加强“四大”周
边红色遗址建设，区委宣传部吴强部长、档案
局陆健局长专门邀请我们收藏学会负责人
前去座谈，希望民间收藏家为红色文化建
设献计献策。

第五次党代会于 $!%&年 *月 %&日在
武昌都府堤 %(号召开，大会确立民主集中
制的组织原则。去年 '月 "日，我应邀出席

武汉辛亥革命博物
馆火花展开幕式，
结束后特地寻访五
大纪念馆。走进大

门，告知免费参观，五大会址参观券确实不
多见。但我抱着一丝希望，走到门卫室，说
我从上海来参观，希望能得到参观券留念。
那位中年女士看看我，一边说，你们上海有
一大、二大、四大，一边转身搬出一只纸箱
子，哇，里面果然还有参观券，我真高兴极
了。看来，上海红色宝地影响挺大呀。

第六次党代会正处于国内白色恐怖时
期，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 $!%"年 #月 $"

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大会总结
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据说，中俄有关方
面正在筹建六大会址纪念馆，那真是大好
事呀，到时一定争取去参观。

第七次党代会于 $!*)年 *月 %'日在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确立毛
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年，我出差
经过延安，慕名前去参观。中央大礼堂十分
简朴，内场复原当时会议场景。这次大会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
础。当然，这枚印有中央大礼堂的彩色参观
券也成为我延安之行的重要收获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第八次党代会 $!)#年
!月 $)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第九次党代
会至今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六次党
代会会址我全部参观过，六次党代会纪念
馆参观券我也全部珍藏着。值此建党 !"周
年，欣赏党代会会址参观券，追寻回顾党代
会历程，也作为一次自我党课教育吧。
（附图：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

七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券。）

参观券追寻党代会历程

! ! ! !四月初，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
公布了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有一项就是
传统美术项目类的“海派传拓技
艺”。符海贤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第三代代
表性传承人之后，梅开二度，“海派
传拓技艺”申请非遗又一举成功，可
喜可贺。早在去年八月，《新民晚报》
的“匠心独具”栏目《印花朵朵钤拓
工》一文就曾介绍过他的钤拓技艺。
篆刻就技法层面上讲，包括刀

刻、做印、钤拓，这三部分是一个
完整的篆刻过程。印坛耆宿符骥良
老先生在世时曾想申请“海派传拓
技艺”的非遗报批，他老人家精于
钤拓，深知印泥制作得再好，没有
钤拓水平，终难呈现优势，因钤拓
水平决定着篆刻作品的最终呈现。
严格意义上讲，钤拓也是一种创

作，任何一个印人的作品在参与交
流时，大部分是钤盖好的印花，印
人不方便也不可能拿着印石去给观
者观赏。钤印的技巧性很强，钤印
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印文的美
感，且反映着印人的素养。钤印草
草了事是一种没有篆刻修养和综合
文艺修养的行为。然而由于时代条
件的不成熟，符骥良老先生生前未
能完成这个心愿。
近年来，国家和专业机构对这

项古老的中华传统宝贵文化遗产引
起重视，传拓技艺迎来了新时代的
春天。符海贤自幼基于爱好和家学，
受父亲引领指点，潜心进入钤拓这

一行数十年。父亲当年未了却的心
愿最终在他的手上完成，可谓“虎父
无犬子”，由他精拓的六十部印谱
《中国历代文荟印集选编》被上海文
史馆用于高层次的交流。印谱作为
小众艺术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只在
很小的圈子中被传阅和欣赏，如果
不是那些最顶级的艺术家、收藏家
对它的推崇备至，印谱的价值很难
为外行所知。尤其是对于观摩欣赏
篆刻这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
极尽精微的艺术，还是通过纸本上
的二度成像———印章的钤印、边款
的拓片组合而成的原拓印谱来表现
最为理想。

随着海派传拓技
艺纳入“非遗”，大中
专学校纷纷开始把传
拓作为学校教育课
程，使其得到大力推
广和普及。多年来，符
海贤一直不遗余力、
身体力行地走入校园
传播印泥制作技艺和
传拓技艺，培养学生
基于传统的民族审美意识，启发学
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符海贤表
示，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传拓技艺的
大力扶持，他必将全身心投入其中，
“路漫漫其修远兮”，文化传承的道

路很漫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
有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不懈努
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才能
得以世代传承、发展和创新。
（图为符海贤所拓印谱）

海派传拓技艺有传人
! 海 青

! ! ! !多年前我随银监会人事部赴徳
国培训结束后，在法兰克福机场内
的商场购入了这对斑斓绚丽、肤理
莹然的施华洛世奇水晶五彩搏鱼。

水晶鱼长 !厘米，高 )+)厘米。
两条分别为天蓝和粉红色的五彩搏
鱼，这种鱼的腹鳍和尾鳍十分宽大，
游动起来像衣袂飘飘的仙子，煞是
漂亮美丽。它们是施华洛世奇
（,-./01234）仿水晶制品，产自地处
偏僻的阿尔卑斯山麓奥地利西部的
瓦腾斯的小镇，虽然人口不多仅几

千人，但每天却有成千
上万的游客蜂拥而来，
为争睹依山而建的“施
华洛世奇水晶世界”，世
界上最璀璨夺目的水晶
产品。如今，这家古老而
神秘的公司仍保持着家
族经营方式，把水晶制
作工艺作为商业秘密代
代相传，独揽与水晶切
割有关的专利和财富。
这一切必须归功于施华

洛世奇的创始人丹尼尔·施华洛世
奇（5.6478 ,-./01234）那超越时代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丹尼尔从小跟
随父亲学习宝石打磨，用于装饰胸
针、发针、发梳等饰物。西门子和爱
迪生的技术革命给予了丹尼尔灵
感，他经过日夜不停的埋头实验，发
明了第一台可完美切割水晶的自动
切割机。它的制品能非常巧妙地被
打磨成数十个切面，对光线有极好
的折射能力，使整个水晶制品看起
来耀眼夺目。

水晶五彩搏鱼 ! 阿 炳

! ! ! !十年前，我在上海友
谊商店觅得这只小叶紫檀
八仙过海笔筒。小叶紫檀，
学名为“檀香紫檀”，紫檀
属乔木为紫檀中的精品，
密度大棕眼小是其显著的特点，且
木性非常稳定，不易变形开裂。小叶
紫檀多产于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
以印度迈索尔邦地区、缅甸地区所
出产的紫檀最优。它的紫色，被视
为家具中最尊贵的颜色，紫檀家具

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笔筒紫檀质，圆筒式，高 $!厘

米，直径 $)厘米，重 $+!"%千克。作
者大面积施以深雕和镂雕技法，雕
刻山石，峭壁陡立，岩石下几株苍松
旁逸斜出，虬枝古拙，亭台楼阁、小
桥流水，原野瘦石、浮雕深浅的变
化、人物栩栩如生、悠然自得，景物
远近、大小层次清楚、区别处理得
当。独撑一片小洞天，神态刻画的极
其生动，生动表现八仙过海悠闲场
景。八仙过海为民间脍炙人口的故
事。最早见于杂剧《争玉板八仙过
海》中。相传白云仙长有一回于蓬
莱仙岛牡丹盛开时，邀请八仙及五
圣共襄盛举，传说吕洞宾等八位神
仙途经东海去仙岛，只见巨浪汹
涌。吕洞宾提议各自投一样东西到
海里，然后各显神通过海。于是铁
拐李把拐杖投到水里，自己立在水
面过海；韩湘子以花篮技水而渡；
吕洞宾、蓝采和、张果老、汉钟离、曹
国舅。何仙姑也分别把自己的箫、拍

板、纸驴、鼓、玉版、竹罩投到海
里，站在上面逐浪而过。八位神仙
都靠自己的神通渡过了东海。“八仙
过海”根据这个传说而来。又叫做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此器以刀
代笔，刻露数层以表现山水洞天的
经典民间盛传故事，以不同的人物
造型和神态雕刻神韵技法，完美展
现了中国传统红木工艺。
由于紫檀生长期长达八百年以

上，所以很多树干都会出现中空现
象，即有“十檀九空”的说法。对
于中空的紫檀材料，中国人不但不
弃，反而经过文人的巧妙构思，工
匠的巧夺天工，制成颇具文人雅趣
的笔筒，构成当今收藏的一个主要
题材。小叶紫檀八仙过海笔筒作品
主题独特，布局结构和创作思维活
跃，完美的体现了紫檀木雕的一个
鲜明亮点，朴实中隐藏了强烈的传
统民间色彩，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
珍藏品。
（图片摄影：王路）

紫檀“八仙过海”笔筒
! 原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