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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10月 1日，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
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开创了
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为了纪
念和铭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这一永恒的历史
瞬间，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制
作了林林总总、异彩纷呈的开
国纪念章。至今为止，据有实物
可考的开国纪念章有 120余种，
形成了一个专题系列。

开国纪念章制作方法有铸造、
冲压、雕刻、手工等工艺；所用材料有
铜质、银质、金质、象牙等；徽章造型有圆形、
方形、旗帜形、异形等；规格多为 2厘米至 4厘
米的小型纪念章，便于随身佩戴；产地主要
是首都北京，其他一些已经解放的城市也
制作了部分纪念章。这些开国纪念章的
设计和制作都有共同的特征：突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突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天安
门；突出开国领袖——毛泽东，并且包
含了五角星、麦穗、齿轮、羽翼、书本等
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

开国纪念章根据其纪念内容的主题主

要分为四个类别：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盛典纪念章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纪念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
所用材质为红铜，表面
镏金涂漆，通径 3厘米，
徽章造型为圆形，由内

环、外环和五星红
旗组成。内环

位于纪念章
正中，为直
径 2 厘 米
的 同 心
圆 ，底 色
为 蓝 天 ，
镌 有 彩 色

的天安门城
楼图案、白色的

华表图案和金色的
“1949.10.1”日期，整个内环
图案轮廓非常鲜明，立体感较

强。天安门城楼图案是侧面的，
位于内环的右边，占据了内环一半

多的空间；挺拔竖立的华表位于内环左边。城楼、
华表的左右和上方均为蓝色，一是代表蓝天，二是
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均已解放，中
国人民当家做主，天空一片蔚蓝，人民的日子越来
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内环
正上方刻有“1949.10.1”金色样式的日期，处于蓝
天之中。纪念章外环为直径0.5厘米的同心圆，底
色为浅米黄色，下方从左到右镌刻“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17个金色繁体汉字，工
艺非常精美。其内环的正上方是两面重叠的迎风
飘扬的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一半空间在外环内，一
半空间在外环之外的上方，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五
星红旗和“1949.10.1”日期一上一下组成，寓意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纪念章背面有一枚铜质的别针，便于佩戴。

据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刘向勃回忆：“这枚纪
念章，是开国大典筹备会颁发给我们参加大会服
务人员的纪念品。该纪念章是由夏允恭同志经手
制作，当时制作数量不多，仅有 2000枚左右，是
由当时设在北京北池子的人民美术工作室的工
厂承制的，筹备会还特别为纪念章制作而批给工
厂二两黄金做原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设
计严谨，蕴意丰富，工艺精美，制作精细，色彩鲜
艳，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

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
收藏价值，是一枚具有重要代表性的经典纪念章。

这枚纪念章是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
吴烈的，1949年10月1日吴烈将军佩戴这枚纪念
章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并负责开国大
典的安全警卫工作，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国庆阅兵等重大历
史事件。活动后，一直由吴烈保存。吴烈将军一直
情系萍乡，心恋安源，时刻关心家乡事业发展，从
1965年至1992年曾先后四次返回萍乡看望家乡
人民，重返安源革命圣地，寻访自己的革命足迹，
看望昔日安源老工人和革命战友。2001年吴烈去
世后，该纪念章由其长子吴时峰保存。2002年 9
月 18日，为纪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 80周
年，吴时峰来安源参加活动，向安源路矿工人运
动纪念馆捐献了 34件（套）文物，此纪念章为其
中之一。2011年与2018年，吴烈将军后代再次情
系安源，先后两次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无
偿捐赠了 242件（套）文物，三次共计捐赠了 276
件（套）文物。

2003年9月18日，该纪念章经江西省文物鉴
定组李科友、刘品三、吴水存、王宁、胡丹、余普
保、彭适凡、杨后礼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鉴定
意见为：1922年，吴烈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斗争；1930年在安源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经历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到达陕北，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
争及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公安军少将军衔，
是从安源成长和走出的开国将军之一。吴烈将军
保存的 34件（套）文物十分齐全，分别代表不同
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此纪念
章为其中一件。经江西省文物鉴定组讨论研究决
定，一致同意鉴定此纪念章为国家一级文物。

吴烈（1915－2001），江西萍乡人，原安源工
人。1922年入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学习，受革
命思想教育和熏陶。1924年在安源煤矿电气锅炉
处当童工，并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参加各
种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安源工人纠察队。1930
年4月，在安源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
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历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北京卫戍区首任司令
员、公安军参谋长、第二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
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公安军少将军衔，
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
由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本文是2023年度江西省社科基金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江西革命文物资源融
入高校“大思政课”的创新路径研究》项目之一
编号：SZ232030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积极
推进当代物证征集工作，通过实物
资料来实证历史，致力于构建和传
承当代中国记忆。铁路，作为国民经
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命脉，在我国
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
色。鉴于此，陕西历史博物馆尤其重
视铁路物证的征集与保护工作，广
泛征集与铁路相关的实物资料，深
入挖掘并系统整理文献资料，力求
全面还原铁路事业的真实面貌。目
前，已成功征集 50余组各类铁路相
关物证，汇聚成一部鲜活的新中国
铁路事业发展历史长卷。现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3件物证，以之为窗口，回溯
并展示建国初期铁路事业的发
展轨迹及其演变过程，为相关
领域的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
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陶瓷物语：
瓷帽筒展气象

“交通新面貌”瓷帽筒（图
1）系 20 世纪 50 年代所制，高 27
厘米、口径12.5厘米。此瓷帽筒正面绘有一
辆行驶而来的蒸汽火车，并在其左上方书有

“交通新面貌”标语。旨在表达以铁路为主的
交通给社会带来的新面貌。

铁路，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工业革命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
的推动作用，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肯定并赞
誉其为“现代工业的先驱”，甚至称之为“实
业之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铁路建设。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铁
路交通的引领作用，视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先锋，希望通过铁路的发展推动整个
交通运输行业的进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
导下，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即便面临巨大困
难，一大批建设者仍凭借坚强的意志力，肩
挑手抬，用生命为祖国筑造了一条条重要的
交通干线。瓷帽筒上的火车图案以及“交通
新面貌”的醒目标语，正体现了人们对火车
带来新气象的深切期待。

“章”显辉煌：纪念章诉荣耀

宝成铁路通车纪念章（图2）发行于1956
年 7月，铜质，长 3.6厘、宽 3.5厘米、高 3.7厘
米。纪念章正面设计独特，中央为一列火车
穿过隧道，跨过桥梁，奔驰在秦岭山脉之中，
彰显铁路建设的艰辛与辉煌。顶部边沿饰以
象征工人阶级的齿轮图案，并镌刻铁路徽
标，两侧环绕麦穗和红绸带，寓意丰收与喜
庆。纪念章下方刻有“宝成铁路
通车纪念”字样，背面则刻有发
行日期“1956.7.7”。

陕西是我国东中部通往西
北与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其
铁路网在全国铁路网中占据重
要地位，加之丰富的矿产资源，
特别是煤炭资源，需要通过铁
路运输至其他地区，因此铁路
在推动陕西省国民经济发展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
样的背景下，宝成铁路的规划
与 建 设 应 运 而 生 。该 铁 路 于
1952年 7月 1日正式开工，历时
5 年，全线正式通车。它北起宝
鸡，南达成都，穿越陕、甘、川三
省，不仅结束了“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的历史，更将西北地区、西
南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紧密相连。之
后，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宝成铁路面
临运输安全受威胁、运能与运输需求
相矛盾等新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难
题，1958年，宝成铁路宝凤段电气化
工程正式开工，直至1975年7月全线
完成电气化改造。宝成铁路成为中国
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至此，宝成铁路
点燃了全国电气化铁路的燎原之
火，孕育了遍及全国的电气化铁路
网，推动中国电气化铁路从这里走
向全国。
为了铭记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中国
铁路部门专门设计了宝成铁路通

车纪念章，并由沿途各省自行
制作，颁发给参与铁路建设的
工作人员。此纪念章不仅是
宝成铁路通车的见证，更是
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重要
里程碑。

图释价值：地图绘民生

《宝成铁路通俗图》于 1975
年 9月出版，由地图出版社印刷。其幅面

尺寸长 76厘米、宽 53.2厘米。该图详尽描绘
了宝成铁路沿线丰富的物产资源。宝成铁路
起始于肥沃的渭河平原，穿越雄伟的秦岭山
地，延伸至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沿线所经
之地，煤炭、矿石等资源丰富。陕西地区盛产
煤炭、金属矿产，而四川则以天然气、磷矿等
资源著称；此外，沿线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亦
不胜枚举，如陕西的苹果、猕猴桃、棉花、生
漆、桐油、小麦、木耳，四川的稻米、甘蔗、茶
叶、柑橘、丝麻、药材等，丰富了人们的餐桌，
也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丰富的
资源通过宝成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
地市场或加工基地，实现了“出货出川”的目
标。这幅《宝成铁路通俗图》，不仅展示了宝
成铁路沿线丰富的物产，更凸显了宝成铁路
修建完成后，对其沿线以及西北与西南之间
的物资交流、工农业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
生活改善等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

《宝成铁路通俗图》所展现的不仅仅是
一条铁路的线路和站点，更是一部关于西北
与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
的生动历史。此图细致描绘了宝成铁路沿线
丰富物产资源的分布，深刻揭示了铁路对于
沿线地区乃至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深远影
响。地图上的每一条线路、每一个站点都承
载着重要的意义，它们共同构筑了西北与西
南的经济命脉，成为促进区域间联系与发展
的重要桥梁。

“中国铁路，一条血脉，一个传奇，一段记忆，
一代光荣。”这句名言赞美了中国铁路建设所取
得的成就。1952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日报》写
下“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
活”；1965年，邓小平在西南地区视察“三线建设”
时明确表示西南地区的铁路要重视运力设计，标
准要高。而 1970年后成昆、襄渝铁路的贯通大大
地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

襄渝铁路南部的起点是位于重庆的铜罐驿
地区，铁路穿越大巴山脉和秦岭山脉的陕南地区
后一路蜿蜒至湖北的襄樊市，全程近 916 公里。
它于 1968 年 4 月开始修建，1979 年 12 月全线建
成，并正式交付运营。

襄渝铁路是连接我国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
的交通大动脉，对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具有
重大意义。在修建过程中，襄渝铁路从东段至西
段穿过了西北丘陵低山区、秦巴山区、四川盆地
丘陵区，施工难度较大。尤其是陕西境内，交通闭
塞，人烟稀少，物资缺乏，300公里长的铁路沿线
没有公路，没有通电，施工初期，工程和生活物资
主要靠肩挑背扛。

如今中国的高铁网络遍布全国，成为世界高
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回顾历史，我们不
难发现我国早期的铁路建设者留下的伟大足迹。
本文借助两件物证，回顾那段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的创业史。

苍劲文字写军魂，
血肉之躯铸天路

山羊牌“战斗在襄渝线上”搪瓷
缸（图1），高9.2厘米、口径9.8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为陕西西安人民
搪瓷厂制造，时间为 1973年 3月，杯
体用朱红色行书写着“战斗在襄渝线
上”7个大字，字体充满力量感，左下方
用仿宋体书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字
样，右下方书写“五七六一部队”字样。

“五七六一部队”是铁道兵第 11师
的番号，这支部队在“三线建设”时期参
与了襄渝线安康段的建设任务。这种搪瓷缸多为
纪念性质，多为工程进行过程中作为奖品或慰问
品发放。在陕西境内的秦岭山区进行施工建设
时，由于铁路沿线大多属于树林茂密，人烟稀少
的地区，运输补给成为难题，物资主要靠水运至
当地较近的码头，然后开始肩挑背扛。由于当时
的技术水平较低，战士们在打水道，打风枪的过

程中常常要面临满脸
石灰粉的艰难境地。在
这样艰苦的施工条件

下，他们打通了 405 条
隧道，架起了 716 座桥
梁 ，全 线 建 成 99 个 车
站，出色地完成了相关
任务。

人民子弟多豪杰，
齐心助力保贯通

《襄渝线 5850 部队
学生连》合影照片（图 2），

1973 年 3 月 17 日，长 20 厘
米、宽 14厘米，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照片左上方
印有“襄渝线留影”，右上方印有“五八五〇部队
学生二连”及合影时间“七三、三、十七”字样。后
排房屋上印刷着标语“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当时的铁路建
设者除了有铁道兵、民兵，还有不少学兵连。1970

年，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任务下达到陕西省。陕
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2017工程（襄渝线代号）
陕西省建设指挥部，随着工程实施，人手明显不
够，就这样，在中国的铁路建设史上这些分别来
自西安、咸阳、宝鸡等城市的万余名初中毕业生，
组建了唯一一支学生军。“五八五零”部队番号属
于第十师，这些吃“商品粮”的学生军，是民间支
援国家铁路建设的重要代表。父母的支持，时代
的期许，建设的需要，使他们早早参与到了重大
工程的建造过程中。这些学兵连，一开始承担着
建造安康火车站以及车站铁路职工宿舍、学校等
建筑的施工任务，还负担种菜、养猪等后勤保障
任务。后期，在捆绑钢筋、架设桥梁、开挖隧道的
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组战斗在襄渝线上相关主题的搪瓷缸和
老照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建设者高尚的思想
觉悟和超强的意志力，他们是那个年代铁路建设
的中坚力量。他们以苦为乐，以劳动为光荣的精
神让我们肃然起敬。军民齐心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让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为身处于当今社会
的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见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开国纪念章”
黄领 黄婷

其次是扩大流通，破解货币困局。1940年 11
月，国民党当局借故停止支付八路军的抗日经
费，给边区财政带来很大困难，造成边区法币
严重不足，边区政府通过增发“光华券”来解决
流通性短缺。1940 年下半年，“光华券”发行量
超 209 万元，同比增加了 900%。另外，1941 年初
增发一种七角五分的特殊面额“光华券”（图 6）。
此券面额较大，不仅可以增加货币供应；而且此
券 4 张等于 3 元，实际上可代行主币功能。增加

“光华券”发行量和提高面值的举措，迅速有效地
破解了边区货币短缺
困局。

最 后 是 表 明 态
度 ，维 护 抗 战 大 局 。

“光华券”虽部分承担
货币职能，却始终保
持着代价券的形式，
且 只 使 用 角 和 分 面
额，即使在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
皖南事变，加紧制造

新的反共摩擦之际，边区增发七角五分“光华
券”，仍未改变与法币主辅币关系，最大限度地维
持着不印发货币，市面通用法币的国共两党协
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但斗争必须以不
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底线。

1941 年 3 月上旬，中共在“政治上取攻势、
军事上取守势”方针指导下，政治解决皖南事
变，迫使蒋介石保证“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
18日，边币正式取代“光华券”投入市场，打破了

国民党当局对边区采取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
锁的阴谋。

历经发行流通两年 9 个月的“光华券”虽已
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红色金融
斗争伟大历程的重要载体，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边区金融战线的实务态度和创新精神，
更因生动诠释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
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的思想精髓而值得永
远珍藏和回忆。

（本文“光华券”均藏于河南省钱币博物馆）

从老物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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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瓷光影中的筑路之旅
——军民齐心，战斗在襄渝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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