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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特刊”赏析
□ 朱军华 任仁

时光荏苒，新中国已成立64周年。

国庆七天长假里，记者抽暇与书报集藏爱

好者小聚，翻阅一个甲子前记载新中国成立和新

中国成立10周年的老报纸。心潮激荡，获益多

多。现将2份报纸介绍如下，与广大读者共享。

1949年5月1日创刊的《苏北日报》（社

址：泰州北门外板桥口），于1949年10月2日，

用对开4版的篇幅，隆重热烈地翔实报道了首

都北京和泰州等苏北地区人民，庆祝“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时欢天喜地的盛况。

10月2日《苏北日报》头版，以近乎整版的版

面，报道了“人民政协闭幕（引题），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成立（引题），毛泽东当选主席（主题），朱

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副主

席（副题）”的消息。其中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

澜为民主人士，他们占了副主席全部名额的一半，

而且3人排名在中共高层人物高岗之前。

另外，在刊登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

席的照片及排版上，也令今天的读者眼前一亮。

朱德虽为副主席，但他却与毛泽东的照片一样

大，且并列排版，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井

岗山时代形成的“朱毛”齐名的状况还在延续。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6名副主席中只有5人

照片见报，独独缺少高岗的尊容。这在今天的新

闻报道中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根据新闻定义，即

读者欲知而未知的事情。那么，高岗身为当选的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照

片未见报，至今仍是新闻，不

知这样的新闻何日才可“解

密”。

《苏北日报》是日头版的

排版，端庄大气。“苏北日报”

报头 4个字套红排放在版面

上方正中，报头两边为文字对

称的口号：“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

共和国万岁”。另外，将“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祝贺口号采用镂空套红排版技法，套排在版

面上，这既有效地节约了版面，又美化了版面，

一举两得。

此外，《苏北日报》还采取镂空套红排版技

法，将“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宣传口

号运用在第4版上，这样将整幅报纸展开，显得

既庄重又开阔，令人赏心悦目。这种采用镂空套

红排版技巧，在今天的纸质媒体上已十分鲜见。

现今纸媒不妨尝试借鉴这种方式。

这天《苏北日报》的第二版为“保卫世界和

平、庆祝中国人民政协成功、庆祝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特刊”。这是一个“三个主题”并列的特刊，

现在也十分少见。而且第二个主题“庆祝中国人

民政协成功”，对此话读者固然可以理解为中国

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成功召开，但是，读在口中

仍然觉得不够畅快。

二版特刊还刊登了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党

委，苏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苏北行政公署和

社会团体：苏北总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苏

北工委等分别致中央人民政府的贺电。

二版特刊还刊登了文艺作品诗歌《欢呼，歌

唱，新中国！》，作者：李洛。4版左下角刊登了极

小版面的医药和交通广告。从交通广告中我们

得知，那时泰州与周边地区的交通线路是水路

多于陆路。

接着赏析《解放日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10周年的特刊。

是日《解放日报》头版的版式设计明快简洁

醒目，光芒万丈的天安门两侧各有“三面红旗”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大法

宝”，后称为“三面红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10周年”为通栏标题，在其上方的“三面

红旗”分别标注“1949”、“1959”，中间为“10.1”，

其寓意一目了然。

与10年前相比，报纸文字的排列一改以前

的由右至左，而是由左至右（1955年改版）。因

此，10年前的《苏北日报》毛泽东与朱德并列的

照片，毛泽东在右、朱德在左，此次则是毛泽东

在左，刘少奇在右。毛泽东、刘少奇的“巨幅”照

片位居版面正中，其篇幅占三分之一左右，因此

尤为吸引眼球。毛泽东、刘少奇两人照片的版式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报刊上，也是

如此排版。

令人遗憾的是，《解放日报》是日头版的引题

（或许是“统稿”）：祖国各地代表同各国贵宾欢聚

一堂共庆建国十周年。我们祖国的历史已连绵五

千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这段历史长河中的

一段河流，现今看来，当时的引题制作不够严谨。

《解放日报》这天的第四版是名副其实的

“出彩”，以“六亿人民力量大，锦绣河山面目新”

为题，统领11幅反映新中国成立10年来各条

战线建设取得成就的彩色照片。在当年这样的

版面可称为“豪华版”。11幅彩色照片分别为长

安街新建筑群（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

京城市建设当年竣工具有代表性的10座大型

建筑）、鞍山钢铁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造

船业、苏北灌溉总渠、西藏叛乱平息等。

1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只是瞬

间，但是，对于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

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天翻地覆的

变革。10年来，新中国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

系已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建立

起来，工农业生产成倍地增长。中国人民以坚强

的意志、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在世人面前

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今天的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物质财富得到

了极大地满足。祖国的明天会更加美好，“中国

梦”一定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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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邮缘一线牵
———邮集献礼中国·陇西第二届世界李氏文化旅游节侧记

8月26日，中国·陇西第二届世界李氏文化旅游节在历史

悠久、人文荟萃的李氏故里陇西李家龙宫门前广场隆重举行，来

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福建、湖北等12个省市及台、港地

区的李氏宗亲，代表全世界一亿多李氏族人，寻根问祖祭拜先

贤。

在这个文化节系列活动中，高邮李氏宗亲会会长李林山捐

赠的《邮票上的李氏名人》邮集，作为祭祖活动的献礼格外引人

注目。这套邮集由我市政协主席、市集邮协会会长倪文才创作，

从当初政协赴甘肃考察学习邮文化，到后来苏州阊门寻根，再到

这套邮集的编制，历经几年时间，因为李姓这一缘分，借助邮票

这一载体，高邮和陇西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正可谓千里邮缘一线

牵。

缘起：陇西拜祖，阊门寻根

2012年8月23日，倪文才一行赴甘肃陇西考察学习。他们

考察了陇西县著名的文化建筑李家龙宫。李家龙宫（李氏祠堂）

始建于唐初，是唐代宫廷式古建筑群，是天下李氏族人敦宗睦

族、祭祀先祖的宗祠，因唐太宗李世民御笔亲书“李家龙宫”而闻

名海内外，是研究陇西李氏文化遗址遗迹的重要载体和标志性

建筑之一。在陇西，两个市（县）的政协领导对李姓文化进行了研

讨，李林山作为高邮陇西堂的代表向甘肃陇西堂赠送了锦旗，并

向历史文化研究会赠送了高邮李姓研究的资料。此行之后，李林

山作为一个李姓后裔对于了解李姓文化、探求家族源头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当年的10月15日，受苏州金阊区政协的邀请，倪文才一

行前往苏州考察，就“洪武赶散”这一历史文化话题进行了研讨。

明朝初年将江南人口迁徙到苏北的历史事件，又称“红巾赶散”

“红蝇赶散”，发生在明代初期，当时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

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在写着“阊门

码头”的巨石边，李林山这个李氏后裔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祖先，

从这里出发时的背影。他站在阊门的朝宗阁前，感觉自己虽已过

花甲之年，但还能发挥作用，继续做有益于家族，也有益于姓氏

文化的事情。

研究：慎终追远，繁荣文化

甘肃和阊门两处寻根拜祖之后，李林山深受启发，他决定从

修订自己的家谱开始，做一些与李姓文化有关的事情。在我市文

化人姜文定的指点下，他开始着手修订高邮的李姓家谱———《高

邮陇西堂》。这本家谱对李姓的渊源、苏北陇西堂的历史以及当

前李氏文化研究的现状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倪文才为该书作

序，他认为这本族谱能够激励李氏后人勿忘同根，和睦乡里；当

记本源，孝敬长辈；谨记家训，造福社会。这既是对这本书的肯

定，也揭示了姓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局限于本家族文化

的传承，更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

在此基础上，李姓文化的研究引起了高邮姓氏研究爱好者

的关注，并延伸到姓氏文化研究的更高层面。经过半年多的筹

备，高邮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于今年6月23日成立。市领导倪文

才、张秋红、钱富强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全市50多位姓氏文化研

究爱好者参加活动，林荣岩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研究会旨在立

足乡土姓氏文化的根源，在发掘、继承和发展姓氏文化的领域，

为高邮的人文关注和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活力。加强外联与沟通，

通过姓氏文化研究会的媒介，加强与外地民间文化的交流，取长

补短，为我市文化强市建设添砖加瓦。

为了使姓氏研究有载体、有成果，姓氏文化研究会还创办了

会刊。《高邮姓氏文化研究会会刊》创刊号设计精美大气，设有会

务信息、本土研究、溯本求源、他山之石等重点栏目，分别展示姓

氏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动态，刊登本土姓氏文化研究的成果，交流

外地姓氏文化研究的典型经验。

邮集：方寸天地，溯源寻根

从寻根拜祖到研究姓氏，李氏文化这一根线牵引着从家族到

县域乃至于更大范围内的联系，而让这一个联系更为紧密，或者说

更为出彩与感人的，是倪文才创作的邮集《邮票上的李氏名人》。

历史上李氏名人辈出，群星灿烂，走进邮票世界的名人是整

个李氏后人的骄傲。这部邮集就是从集邮文化的视角，第一次且

独一无二地以邮集形式介绍邮票上的李氏名人。《邮票上的李氏

名人》邮集分六个部分：神话人物、政治家、革命家、科学家、文学

艺术家、文艺作品中的李姓人物等，共计29位李氏名人。

《邮票上的李氏名人》邮集有两框，每框十六张贴片，贴片上

所展示的小张型、小全型、个性化邮票小版张、邮资明信片、实寄

明信片、极限片、实寄封、戳票、邮图卡等邮品。这些邮品皆征集

不易，来自中国、泰国、圣文森特、索马里、尼加拉瓜、前苏联、多

米尼加、几内亚、刚果、冈比亚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十三个国家

和地区，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收集制作。目前，该部邮集被珍

藏在李氏龙宫藏经搂内，高邮第六届邮文化节将部分展出。

李林山带着这两框邮集不远万里到甘肃参加中国·陇西第

二届世界李氏文化旅游节，用邮品展示李氏文化名人，也是展现

高邮邮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成为李姓文化研究与邮文化传播的

一段佳话。 徐霞

李林山作为江苏李姓代表将《邮票上的李氏名人》邮

集献礼旅游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