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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枚精美的国庆烟标，也反

映了时代的烙印，记录着祖国前进

的步伐，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

值。鲍献冬就是收藏烟标的发烧

友。三十年来，他已经收藏了5万多

种、十多万枚烟标。其中，他最为喜

爱 的 一 个 专 题 就 是——“ 国 庆 烟

标”。

鲍献冬介绍说，为欢庆国庆佳

节，我国有许多烟草企业都曾出品过

国庆题材的烟标，这其中大家见得比

较多的，是原有烟草品牌加字、加图

的国庆纪念烟标，其实还有一种烟草

企业为国庆专门设置品牌、专门设计

烟标图案的品种，人们一般称这种烟

草产品为“国庆烟”。

鲍献冬收集烟标已经有将近三

十年的历史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

就开始收集烟标。鲍献冬说，事实

上，现在烟标的种类远远没有过去

多。随着我国对烟草产品注册商标

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以后专为国庆节

注册新商标出品“国庆烟”烟标的情

况会越来越罕见，已有的这些“国庆

烟”烟标会愈加珍贵。 朱玉婷 文/图

小知识：烟标的历史
我国烟草企业在国庆节时出品

国庆纪念烟标最早出现在 1954 年国

庆五周年，天津卷烟厂、许昌卷烟厂

先后出品了“恒大”、“金鹿”、“中原”

牌烟标，画面上均加印“庆祝国庆”。

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国庆烟标，同时也

是最早的纪念标之一。此后每逢

“五”逢“十”周年国庆时，各烟草企业

又出品了不少专门设计的“国庆烟”

烟标。

鲍献冬：国庆烟标将愈加珍贵

一本一本的票证集分门别类地

收集着粮票、油票、布票……这些可

都是唐永坤的宝贝。

而在唐永坤收集的票证中，为国庆

节而发行的只有食用油票。唐永坤解释

道：“那时候，每人每月只能供应三两油，每

逢各种节日时补助二两，而国庆节时只补助

了食用油，所以只有食用油票。为春节专门

发行的票证种类就比较多了。”在这些油票

上，很明显地标明了“国庆”字样，有的则明确

地写上了“补助油票”。

这些国庆食用油票中，有一张1954年的

显得十分特别。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张“食油

增补证”，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图案，上面

写着“国庆节每人增补食油申请补助该户食

油一两”的字样。唐永坤说，这可能就是最早

期的油票了，和后来看到的各省市发行的油

票一样，这也是

一种补助食油的

凭证。

谈起这张油票的价值，唐

永坤说，也并不是时间越久远就价格越高。

物以稀为贵，是永远的真理，像那些错票和发

行量少的自然价格就高。就票证而言，是有

图案的比没图案的价格高，粮票比油票价格

高。

谈起收集的这些票证，唐永坤总有着说

不完的话题。从1993年，全国开始取消粮票

和油票，唐永坤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如今，

已经十八年过去了。唐永坤玩笑道：“我这个

票证专委会主任虽然是个不拿工资的主任，

倒也真的是乐在其中啊。” 朱玉婷 文/图

小知识：票证的历史
1953 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一

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

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后来变得僵

化，严重地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

年代改革之后，该项政策被取消。因此，粮

票、油票等票证也随之消失。而这些已经消

失了的票证，随后进入收藏市场，并立即成为

广受追捧的收藏品。

唐永坤唐永坤

省收藏家协会票证门券专业委省收藏家协会票证门券专业委

员会主任员会主任

见到阮厚新时，他告诉我们，他

在北京参加红色收藏的会议刚刚回

来。而这样的红色收藏会议每年都

会召开两次，全国各地的藏友聚集在

一起进行交流。在阮厚新的家里，我

们看到不大的屋里子满满当当地塞

满了各式红色收藏品。这其中最多

的就是毛主席像章。

阮厚新告诉我们，在所有的毛主

席像章中，毛主席视察的主题很有价

值。他自己主要收集皖系毛主席像

章和全国各地视察像章，现在已经收

藏有几万枚了。

在这些像章中，有部分就是为庆

祝国庆节而特别制造的。有一枚像

章特别引人注意。阮厚新说：“可别

小看这枚章，这可是号称‘安徽第一

章’。”这枚像章直径 176mm，是安徽

省内最大的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

当年为庆祝建国20周年，由安徽剪

刀厂生产的，当时仅仅生产了 1000

枚。“那时候很多有生产能力的厂都

会生产毛主席像章，像江淮仪表厂、

淝河汽车厂等都生产过。”而这枚像

章则是阮厚新和河南一位藏友交换

才得来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上学的

阮厚新便对红色收藏有了兴趣。不

过，那时候，他还并非有意识地收藏，

也还没有红色收藏这个概念。但只要

看见家里有，他就留心收集起来，看见

别处有就买来或者交换过来。渐渐

地，手中的藏品就多了起来，从无意识

的收集，到有意识开始分门别类地收

藏。如今，阮厚新个人已经办过两次

红色收藏展览。 朱玉婷 文/图

小知识：什么是“红色收藏”？
“红色收藏”是专指与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相关联的历史

遗物和文献的收集整理。早在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出现过“红

色藏品”收藏活动。随着收藏热的进

一步兴起，社会怀旧思潮的涌动，在

这一方面的市场投资热情逐渐高

涨。红色收藏品富于时代内涵、历史

韵味和信念指向，使收藏鉴赏的过程

成为了解历史、感怀今昔的过程。

在李志友的办公室，满满一柜

子都是他收藏的报纸，这只是一

小部分。从原先的报刊工

作者，到后来虽然离开宣

传岗位但渐渐对报纸收藏

有了很大的兴趣，如今已

经收藏报纸二十多年的他，主要

收藏报纸的创刊号，不过，他说，

对于国庆节期间的报纸，藏友们

都比较关注。

“因为国庆报纸节日气氛浓

厚、版面多、内容丰富，还会刊载

很多照片、字画。”李志友说，因

为担心国庆报纸难买，一般都是

提前去报社订，买不到的会去网

上淘，或者和其他藏友们交换。

对于节日期间发行的报纸，

李志友介绍说：“一般会以两种

形式出刊，有些是特刊，有些是

号外。”而提到号外，李志友拿出

一份报纸——《少年航天报》，告

诉我们这份报纸得来特别珍贵。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

爱好收藏报纸的李志友更是早早

就开始关注国庆报纸。去各家报

社提前预订、上网在报刊收集论坛

寻找信息……李志友一共

收集了全国三十多个省份

的 500 多套国庆报纸，其

中光号外就有 40 多种。

但其中有一份《少年航天

报》的国庆号外却是踏破

铁鞋无觅处。

李志友只能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在网上

发布了一条寻报信

息，希望能

和其他网友交换得到这份报纸。

也许是这份报纸发行得特别少，李

志友的信息发布之后始终没有人

和他联系。就在他觉得希望渺茫

的时候，却忽然收到了从北京寄来

的报纸，和《少年航天报》一起寄来

的还有一份《空军报》。李志友看

了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才想起这

可能是之前和他交流过报纸的一

名北京藏友。“他并没有事先告诉

我，只是看了帖子以后就按照地址

直接寄过来了，我很意外也很感

动。” 朱玉婷 文/图

小知识：报纸的收藏
国庆报纸相对纪念币、邮票等

收藏品容易收藏、价格便宜、假货

不多，保存方便。在众多报纸藏品

中，像国庆报这样记载新中国成立

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老报纸最为

珍贵。而在国庆报纸中，像《人民

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

国家级大报是最有收藏价值和升

值潜力的，地方报次之，价值最低

的是各个行业报。

李志友：藏友千里寄报情意重

李志友李志友

省收藏家协会报刊收藏委员会省收藏家协会报刊收藏委员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一天，刘政屏下班，偶逛至合肥

百货大楼在三孝口的分店，在柜台上

看到一副扑克牌。与他平时看到的

不同，这是幅“唐诗扑克”：李白、杜

甫、孟浩然等诗人巨匠的画像，配着

他们的诗，缓缓地流进了当时的文艺

青年刘政屏的心里。凭着对文学的

热爱，他买了那副扑克。这是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很普通的一个事件，却让

扑克收藏从此写进了刘政屏的人生。

“这是我收藏最早的和国庆有

关的扑克。”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刘政屏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手举

着封面是天安门和华表图案的盒

子，赫然写着《建国 50 周年珍藏扑

克》。回忆起来，那还是1999年国庆

长假期间发生的事。刘政屏说，那

时候，是他收藏扑克最上瘾的阶

段。只要闲来无事，他总是喜欢逛

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地跑，只为能买

到有画面的扑克。

“你看，这副《国庆彩车》的扑克，

上面是建国50周年时各个省进京的

彩车。当年我因有事临时不能去看

国庆阅兵，因此我千方百计找来这个

彩车扑克，以弥补遗憾。”刘政屏笑

说，扑克不是为了好看的画面，它有

很深奥的人文内涵。在他看来，收藏

的真正意义最重要是情趣，而不是价

值。 张亚琴 文/图

小知识：扑克收藏与生产
花式扑克(亦称图案扑克或艺术

扑克，即扑克牌正面印有各种不同图

案)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扑克新品种。

扑克虽小，但其所包容的知识和

信息却不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文学、艺术等等在扑克中均有体现。

而且扑克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又胜过

其他许多传播媒体。收藏者在收集、

欣赏扑克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

许多知识。

刘政屏刘政屏

作家作家

去过每个旅游景点，多数人都

会在返程中丢弃那些参观门券，这

对于他们而言是累赘。可对于省

收藏家协会票证门券专委会常务

副主任高如九而言，这些用过的门

券都是宝贝。

“有关国庆的门券，我这里有

太多了。你看，这是内蒙古自治区

举行的建国五十周年焰火晚会门

券，这是上海 1977 年的国庆游园

会门券，而这个是北京的建国四十

五周年的游园门券，它是我收藏的

国庆门券中印刷质量和画面都是

最好的。”一提起珍藏的百种国庆

门券，高如九如数家珍。

1973年，高如九到桂林出差，

当离开这个“山水甲天下”的地方

时有些不舍。于是，他把去旅游景

点的门券就收藏了起来做个纪

念。这成为他收藏门券的起点。

在高如九收藏的最初十多年

间，除了自己去旅游得到的门券之

外，他的亲戚和朋友也会为他留心

收集。门券的民间收藏者很少，他

一直都是“孤军奋战”。好在近年

来民间收藏不断升温，爱好收藏门

券的人也越来越多。在 1999 年，

高如九不但参加了安徽省的票证

门券专委会，还带领了一大批有同

样爱好的藏友们。

到各地和藏友交流、互换门

券，这也是高如九的收藏途径之

一。“明天，我就要去湖北荆州，参

加华中旅游门券交流会。”他在采

访时说道。在这样的交流会上，高

如九每次都会带上一些非常有价

值的门券，去和全国的藏友们分

享。

“门券收藏可真是门学问啊！”

高如九介绍，他每办一次专题展，

先要构思好展览的主题，根据此来

找资料和历史背景来补充知识，比

如说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和过程

等等。搜集门券，还要把每张门券

分类别写文字说明。“如果不找资

料来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门券的

文化价值何在！”

下一步的计划，高如九已经在

做准备了：“明年是龙年，我准备做

一个关于龙专题的展览。现在，我

已经搜集了很多和龙有关的门券，

比如说有‘龙’的地名、有‘龙’的图

案等等。接下来，我可就要忙上好

几个月了”。 张亚琴 文/图

小知识：门券的收藏
门券种类很多，包括旅游门

券、参观门券、展览门券、比赛门

券 、音 乐 会 门 券 、会 展 门 券 等 。

1985年，第一届全国旅游门券收藏

展在武汉举行，使旅游门券作为一

个独立的收藏品种登上大雅之堂。

影响门券价值的因素有很多，

品相、发行量、年代、图案设计、门券

颜色等因素都很重要。而且如果没

有副券，门券价值就会差很多。

门券的市场价格，如今明显呈

现上涨趋势，尤其是早期使用的，

旅游门券的增值幅度不是特

别大，但是旅游门券具有鲜明的客

观历史真实性，能见证时代的变

迁。

听
他
们
讲
述
国
庆
收
藏
的
故
事

国庆对于他

们来说，不仅仅

是一个时间点，

他们通过手中的

收藏品，已经将

一个个国庆节的

变迁具象地反映

在小小的门券、

扑 克 、像 章 、报

纸、烟标、票证之

中。

关 于 国 庆 ，

关于收藏，他们

有话要说。

阮厚新：红色像章献给火红的节日

刘政屏：扑克收藏的是情趣

高如九：一路走来的风景收藏

高如九高如九

省收藏家协会票证门券专委省收藏家协会票证门券专委

会常务副主任会常务副主任

鲍献冬鲍献冬

淮南市收藏协会理事淮南市收藏协会理事

阮厚新阮厚新

省红色收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省红色收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唐永坤：
曾经逢节
才能补助二两食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