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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7 月 1 日，东
北邮电管理总局发行《中
国共产党二十六周年》纪
念邮票，全套 4枚。邮票
图案为毛泽东头戴八角
帽的正面像，背景为中国
共产党党旗。邮票上方
印有“中国共产党二十六
周年纪念”字样，在党旗
左下方印有“7.1”数字，4
枚邮票颜色分别采用喜
庆的红色、玫红、紫红、橘
红，突出了主题，表达了
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和中
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这套邮票首次出现了中共
党旗和“七一”标志，开创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邮
票的先河。它是解放区第一套纪念“七一”的邮票。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二十六周年纪念邮票

1947 年 7 月 1 日，
《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周
年》纪念邮票。

1951年 7月 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共产党
三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 3枚。邮票图案相同，均
是毛泽东侧面像；颜色不同，分别为赭石色、深绿
色、红色。左下角装饰着橄榄叶和党旗标志——
铁锤和镰刀相交叉组成的图案，左右边框镶着富
有中华民族特点和吉祥寓意的如意花纹，并标明

“1921-1951”年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
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三十周年纪念邮票

1961年 7月 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共产党
成立四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5枚。这套邮票是
邮电部发行的第一套革命纪念地邮票。图案以金
色作边框，并在右侧树立着三面红旗。分别为一
大上海会址、南昌“八一”大楼、瑞金中央大礼堂、
延安宝塔山和北京天安门。这是新中国发行的第
一套革命纪念地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
四十周年纪念邮票

1951 年 7 月 1 日，
《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
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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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在上海法租界
望志路 106 号（现兴业路 76 号）和浙江嘉
兴召开。翻开集邮册，一张张建党题材
邮票，仿佛一位历经风霜的老者，诉说
着建党大业的辉煌历史。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笔筒是古代文人墨客
不可缺少的文房用具之一。据考证，笔筒产生的年代大概
在宋代，一般呈圆筒状，直口，直壁，口底相当。到了明代，
造型新巧的笔筒开始出现，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成
为文人雅士的新宠。笔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艺
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兼而有之，因此也受到藏家们的喜爱。

这只民国荔枝开片圆形笔筒，高 20厘米，瓷质，表面
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磨砺，呈现出一种深沉而古朴的色
泽。工匠师仿荔枝形态而作，绿油油的枝叶掩映着红果
子，棕色的枝干上结有五颗荔枝，荔枝叶脉络清晰，器身纹
理凹凸自然，形象生动。整器构思巧妙，独具匠心，线条流
畅，造型典雅，给人一种古朴而庄重的感觉。

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人们对
荔枝的喜爱，一是因为荔枝为我国南方特产，成熟之际，红
艳喜人，是一种鲜美多汁的水果；还有一个原因：荔枝有

“利子”“吉利”“多利”等人们向往的吉祥寓意，所以在传统
文化中，荔枝还有生命、爱情、家庭、友谊等多重象征意义，
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励，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及借物抒怀
的对象，常被用于诗词歌赋、艺术描绘，以荔枝为主题设计
制作的器物也悠久流传。 （据《联谊报》）

1961 年
7 月 1 日 ，

《中 国 共 产
党成立四十
周 年》纪 念
邮票。

1981 年 7 月 1 日，中国邮政发行《中
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
1 枚。邮票画面为中国共产党党徽和大
路，背景为红日及七色光芒。图案以茫
茫宇宙为背景，巧妙地将交叉的镰刀和
铁锤置于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
七色光环之中，犹如一面招展的党旗，创
造出了“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
亮”的深刻意境。画面下方是一条画着
白色交通指示线的漫长道路，宽阔、平
坦，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
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景无限
美好光明。

198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六
十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

1991 年 7 月 1 日，中国邮政发行《中
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全
套 2 枚。第 1 枚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会址”。静静的水面映着南湖船的倒
影，船身焕发着金色的、柔和的光辉，把
天与水映成一色，带给人们对这一伟大
历史事件的深切追溯和无限遐想。第 2
枚为“光辉的七十年”。画面以一面鲜
红的党旗全部充满，下部以红色基调变
化出过渡色的曲线，表现出旗帜高高飘
扬的力度。

199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七
十周年》纪念邮票。（图为其中1枚）

200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八
十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

197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票。图为其中
的2枚，左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上海），右边首都天安门。

201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
周年》纪念邮票。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七十周年纪念邮票

2001年 7月 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
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1
枚。邮票图案为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
党旗，它以简洁的形式表达了丰富的内
涵，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面引领全国人
民奋勇前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
旗帜。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邮政发行《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邮票 1套 20
枚，纪念封 1套 1枚。2021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周年，纪念邮票采用连票设计
形式，以红色、金色为画面主基调，运用油
画写实手法表现，并采用连绵不断的飘带
贯穿整体，寓意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
辉历程。

内容丰富，寓意深远的建党大业邮
票，是对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艰苦与荣
耀历程的回顾，也是人们了解党史的一
个窗口。

（据《光明日报》《联谊报》）

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中国共产党成立
九十周年纪念邮票

2011年 6月 22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九十周年》纪念邮票在国内发行。一套 6
枚，小型张 1 枚。邮票图名为：“开天辟
地”“烽火岁月”“执政创业”“改革大潮”

“世纪跨越”“科学发展”。小型张名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纪念邮票
以飘动的党旗作为邮票画面的基本元
素，选取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具有代
表性的典型元素，回顾历史、展现成就、
憧憬未来，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的光辉历程。小型张图案为党旗，边
饰采用雄伟壮观的长城与气势磅礴的黄
河，寓意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旗帜，一往无前，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成立
八十周年纪念邮票

1971年 7月 1日，为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50周年，中国邮政发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邮
票，一套 9枚，其中革命纪念地邮票 6

枚。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会址（上海）、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革命摇篮井冈山、遵义会议会
址、革命圣地延安、首都天安门。

这枚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
习所旧址参观券，纸质，长 13厘米、宽
4.6厘米，画面上方是毛泽东同志主办
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图，图下面有周恩来

同志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
讲习所旧址”。副券注明 3项“注意事
项”，即“每券一人，按时进场”“提高革
命警惕，遵守馆内秩序”“副券撕下作

废”。根据纸质和图文描述判断，此券
应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

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初创办于第一
次国共合作时期，是在共产党人彭湃
等人倡议下，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通过而开办的培训农运干部的
学校。从 1924 年 7 月至 1926 年 9 月，
共举办 6期，培养农运干部 800多名。
其中，毛泽东同志举办的是第 6期，即
最后一期。这一期农讲所较之前五届
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 20个省，有学员
327名，中途退学 9人，有 318人结业。
学员毕业后回到全国各地，从事农民

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从而极大地促
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支持
了北伐战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革命旧址的
修缮复原和宣传工作，1953 年建立

“修建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筹委会”，
由时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任主任，同
年又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
讲习所纪念馆，并由周恩来题写牌
匾，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据《收藏快报》）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参观券

古朴典雅民国荔枝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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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金代透雕双鹤衔草纹玉饰，正
面以透雕加阴线刻出一对比翼双飞的仙鹤。仙鹤口衔灵
芝，嘴尖相对，两腿合并且交叉在一起，左右对称。饰件正
中顶部有镂空的穿孔，背面光素留有琢磨痕迹。金代玉
雕，多以花草为背景，构图讲求左右或上下对称，雕琢技法
多样，具有很强的立体透视感。 （据《收藏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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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透雕双鹤 衔草纹玉饰

瓷器如今是我们的日常家用，而且大多数都是用的白
瓷，但在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上，白瓷的出现却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一直到唐朝，白瓷才终于取得了和青瓷一北一
南分庭抗礼的地位，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唐代“南青北白”
的故事，以及被白瓷改写的瓷器历史。

先说“南青”，也就是南方的青瓷。大家知道，商代时
候，中国就出现了原始青瓷，一直到南北朝之前，陶瓷都是
以青瓷为主。其中，最重要的青瓷窑系是越窑，就是浙江
上虞、慈溪、余姚一带。

说完“南青”我们说“北白”，这“北白”指的就是北方的
白瓷。白瓷出现在北齐末年至隋代初期，到唐代时发展成
熟。我们的问题是：既然南方的制瓷技术长期领先于北
方，为什么白釉瓷器却首先在北方烧成？

三个原因。其一，技术原因。众所周知，瓷器的颜色基本
是由瓷土原料而定，北方瓷窑附近的原料大多是质量比较好的
次生黏土，这类黏土中的含铁量明显低于南方瓷土，只要把这
个含铁量的比例降低到2%以下，就能烧出洁白的瓷胎。

其二，审美原因，江南地区山清水秀，民众的审美情趣
也相应崇尚青色，而长期生活在白雪皑皑的自然环境下的
北方各族人民，更多追求白色为美。

其三，陶瓷学者李纪贤还有一个独特的看法，他认为，
当时的北方民众信仰弥勒，崇尚白色，这一点也就随之体
现在了瓷器的色彩上。

白瓷的发祥地是邢窑，唐代时，邢窑已经发展成一个
规模很大的白瓷生产地，南北约 30公里。邢窑白瓷除了洁
白坚致的胎釉外，精湛的旋削工艺是它最为突出的特点，
无论口、肩还是圈足，所有细节部位都能做到一丝不苟。
如此精细规整的做工，在唐代可谓独一无二。因此，邢窑
首先被宫廷选用并被藏入唐玄宗的私库——百宝大盈库。

到了晚唐时期，河北曲阳的定窑异军突起，逐渐取代
了邢窑的统领地位，成为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

（据《北京青年报》）

瓷器的“南青北白”格局
是如何形成的？

北宋定窑
白釉刻花莲瓣
纹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