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国家博物馆推出 《风展

红旗如画——馆藏红色经典文物

展》，很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有关的文物出

现在展览中。其中，有一本很不

起眼的小册子，静静地躺在展柜

中，等待观众来发现它所带来的

历史信息，这就是 《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手册》（以下简称 《代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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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术馆的皮影藏品中，以清代陕西东路皮影藏

量最丰、品质最高。这件 《三顾茅庐》 便是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作品之一。

此作取材于 《三国演义》，讲述东汉末年，刘备与关

羽、张飞三次赴南阳卧龙岗拜请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的故

事。三国戏是皮影经典剧目，据宋代高承所著的 《事物纪

原》 记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

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事之像。”可

见，宋代就有三国故事的影戏出现了。

皮影布景中，茅庐虽简，却掩映在苍松翠柏、山花绿

竹之间，每棵树的形态、枝叶的色彩都不尽相同。茅庐上

悬挂着酒葫芦和宝剑，石桌上摆放着主人所用之笔墨、书

籍，充分表现了诸葛亮淡泊宁静的心志。

四位人物均采用正侧面，即所谓“五分脸”来凸显性格

特征，关羽的蚕眉凤眼，张飞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刘备、

诸葛亮的平眉正鼻、大义凛然皆被刻画得惟妙惟肖。作品雕

绘精致，色彩瑰丽，布景和人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繁简

呼应、虚实相生，显示出民间艺人高超的技艺。

皮影“三顾茅庐”
周佳

珍贵的代表手册

国 家 博 物 馆 收 藏 的 这 本 《代 表 手

册》 为 铅 印 和 石 印 ， 长 18.5 厘 米 ， 宽

12.6 厘 米 ， 正 页 共 14 页 ， 为 对 开 装 订 ，

另 附 有 一 张 主 会 场 怀 仁 堂 及 附 近 的 简

图。封面为道林纸的白底红字，上方分

两行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的名称；中间从左至右用

加 粗 大 号 字 体 印 有 “ 代 表 手 册 ” 四 个

字；接下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

徽；最下面分两行印着“秘书处印”和

“一九四九年九月”，表示日期的字稍微

小一些，日期的最右侧还印有阿拉伯数

字的号码“145”。

《代 表 手 册》 是 发 给 所 有 参 会 人 员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 议 的 参 会 代 表 人 手 一 份 ， 145 这 个 数

字 应 该 是 代 表 的 参 会 席 次 。 那 这 个

“145”号代表到底是谁？或者说这件参

会手册的主人是谁呢？

从 国 家 博 物 馆 收 藏 的 另 一 件 文 物

《代 表 席 次 表》 中 ， 我 们 可 以 找 到 答

案。这件文物的封皮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马叙伦的手写签名，而签名的正上方

同 样 铅 印 有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145” 号 。

同 时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一 届

全 体 会 议 开 幕 式 签 到 簿》 贴 册 内 页 里 ，

马叙伦的签到卡上红色戳印的席次也是

145 号 。 由 此 可 见 ， 国 家 博 物 馆 收 藏 的

这几件有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的相关文物，不论是 《代表

手 册》 还 是 《代 表 席 次 表》， 凡 印 有

“145”号的文物，均应为著名民主人士

马叙伦所有。

《代表手册》 包含八个方面的内容，

事无巨细地展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具体会务情况和大

会 现 场 的 珍 贵 细 节 。 翻 开 手 册 的 第 一

页，是用竖体版、繁体字铅印的 《代表

手册》 目录，从右到左的阅读顺序。内

容分别是大会的签到办法、使用汽车办

法、诊疗办法、代表席上扩音装置的使用

方法、会场注意事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

备会各部门负责人一览表、各会议室及休

息室一览表和怀仁堂会场及附近简图。

签到办法有三条：

一、每次全体会议，（包括预备会、开

幕式、闭幕式等） 为了节省时间，代表签

到，均采用卡片签到办法。二、签到卡片

由秘书处印制，发给各代表。三、代表于

每次莅会前在卡片上亲笔签名，于到会时

扯交签到处以完成签到手续。

使用汽车的五条办法包含了代表用车

的统管部门及联系方式，会议期间因公用

车和因私事用车的方式，非驻会代表如何

用车接送会场等等。

关于诊疗办法，《代表手册》 也作了明

确 详 细 的 说 明 ， 比 如 医 务 室 的 位 置 、 电

话 ， 具 体 的 门 诊 时 间 和 上 门 出 诊 的 时 间 、

条件，遇急诊和住院等如何处理等。

不可缺少的必备材料

《代表手册》 对代表席上扩音装置的使

用方法花了比较多的笔墨来介绍，这是因

为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大多数代

表 来 讲 ， 扩 音 器 可 能 还 是 一 个 新 式 设 备 ，

要 保 证 600 多 人 的 大 会 既 能 听 清 会 议 发

言 ， 又 不 被 打 扰 ， 保 证 会 议 的 顺 利 进 行 ，

务必要讲清楚话筒的使用方法。

其中，一共有四大条，第三大条里面

又分四小条：

一 、 会 场 中 除 主 席 台 及 司 仪 处 备 有

话 筒 （麦 克 风） 外 ， 在 代 表 席 上 约 每 四

位 代 表 共 装 一 支 话 筒 。 二 、 代 表 发 言

时 ， 如 因 声 音 较 低 不 能 普 及 全 场 ， 拿 起

话 筒 放 在 嘴 的 正 前 方 说 话 ， 即 可 使 声 音

传 达 全 场 。（如 声 音 较 高 ， 可 不 使 用 话

筒） 三 、 代 表 在 使 用 话 筒 发 言 时 请 注 意

三 点 ： 1、 话 筒 离 嘴 须 在 二 寸 以 内 ， 否

则 声 音 不 会 清 楚 。 2、 讲 话 时 务 请 将 话

筒 保 持 直 立 ，（正 对 嘴 前 方） 如 倾 斜 或

放 平 ， 则 声 音 变 小 。 3、 发 言 完 毕 后 ，

务 请 将 话 筒 照 原 样 放 回 。 四 、 全 场 扩 音

器 由 总 机 管 制 ， 同 一 时 间 内 ， 只 能 一 人

发 言 ， 故 在 代 表 请 求 发 言 时 ， 请 先 用 举

手 或 起 立 等 方 式 知 会 主 席 ， 经 主 席 同 意

指 定 发 言 后 ， 再 拿 起 话 筒 讲 话 ， 否 则 扩

音 器 不 起 作 用。唯主席可随时发言，不

受此限制。

会 场 注 意 事 项 共 有

七条：

一 、 会 场 内 设 有 服

务 员 协 助 代 表 办 理 各

事。各代表在场内如有需

要，可向服务员招手，服

务员即当赴前工作，请勿

扬声呼唤。二、代表均发

有记事册，内附拍纸簿两

本，铅笔一支，以供临时

记事之用，务请随身携带

应用。会场内不另供给便

条及铅笔。三、休息室备

有纸烟汽水，以供代表使

用，场内不再供给，以免

喧扰。四、会场各代表席

次均备茶水一杯，开会时

不再加水。如有需要可通

知服务员。五、各休息室

均备有盥洗用具，以供代

表休息时使用。六、各代

表如有委托代办事项，请

用书面写明交服务员转送

大会秘书处，俾便斟酌代

办。七、各代表对大会服

务工作如有意见，请以书

面提交大会秘书处，俾得

检讨改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这本

《代表手册》，虽然页数不

多，但涵盖的内容信息量

却很大，连代表对于会场的服务意见都包含

其中，即便我们今天做的会议手册也有很多

都不如它如此细致、周到。

“文物不言，历史作答。”《代表手册》虽

然 是 一 本 薄 薄 的 会 务 手 册 ，却 在 向 我 们 传

达着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信息。这件收藏

在 国 家 博 物 馆 的 珍 贵 的 会 议 手 册 ，是 开 会

前 发 给 代 表 的 准 备 材 料 ，从 它 的 内 容 中 我

们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在筹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时，对待各种工作的细致和用心。

会议 《代表手册》 也是确保会议顺利

进行、提高参会体验不可缺少的必备材料

之一。它不仅为参会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支 持 ， 也 为 会 议 的 成 功 举 办 奠 定 了 基 础 。

对于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制

作一本详细的会议手册不仅是对参会代表

的尊重，更是体现共产党人认真准备、严

谨细致的办事态度。

古语云：“细微之处见真章。”充分地

准备，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石。这一

次盛会的召开，细致用心的会务准备展现

了共产党人即便是在刚刚取得政权、百废

待 兴 的 条 件 下 ， 仍 能 以 对 工 作 的 专 业 性 、

细 致 程 度 、 认 真 态 度 ， 把 该 做 的 事 情 做

好，把政协会议成功举办好。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细微之处见真章
——见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功的小册子

李少华

这 方 齐 白 石

的 篆 刻 作 品 是 老

舍 、 胡 絜 青 夫 妇

的 旧 藏 ， 2015 年

由 他 们 的 子 女 捐

赠 给 中 国 美 术

馆 。 齐 白 石 是 20

世 纪 中 国 画 大

师 ， 他 在 诗 书 画

印 上 自 认 为 篆 刻

第 一 ， 诗 第 二 ，

书 法 第 三 ， 绘 画

第四。

这 件 篆 刻 作

品 取 材 寿 山 石 ，

外 形 为 薄 意 雕 山

水 楼 阁 图 ， 文 字

为 白 文 “ 长 寿 ”，

采 用 单 刀 法 (单 刀

法 就 是 一 刀 下

去 ， 决 不 回 刀 篆

刻)。 纵 横 各 一

刀 ， 只 有 两 个 方

向 ， 先 刻 竖 道 ，

石 头 转 一 次 90

度 ， 再 刻 所 有 的

横 道 。 这 幅 白 文

篆 刻 从 石 面 上

看 ， 竖 画 下 轻 上

重 ， 横 画 左 轻 右 重 ， 空 间 分 割 强 调 疏 密 ， 大 刀 阔 斧 ， 横

冲 斜 插 ， 猛 利 狂 悍 ， 痛 快 淋 漓 ， 创 造 出 “ 写 意 篆 刻 ” 的

独特风格。

齐 白 石 的 篆 刻 和 他 的 书 法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这 种 来

自 金 石 篆 隶 的 笔 法 功 底 也 是 他 绘 画 的 基 础 ， 他 在 书 画

印 上 取 法 的 一 致 性 ， 是 他 在 20 世 纪 中 国 画 中 取 得 巨 大

成 就 的 基 点 。

齐白石篆刻“长寿”
王雪峰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收 藏 了 一 件 战 国 凤 鹿 蛇 鸟 透 雕 镂 空 漆

座 屏 ， 屏 面 正 中 透 雕 双 凤 衔 蛇 ， 两 侧 雕 刻 双 鹿 、 衔 蛇 朱

雀 、 青 蛙 等 动 物 。 2002 年 出 土 于 湖 北 省 枣 阳 市 九 连 墩 2

号墓。

这件屏座的两边与底部雕刻缠绕纠结的蟒、蛇，构思奇

妙、雕刻精美，是楚人漆器艺术中的代表作，有研究认为它

是置放瑟的支座。

凤鹿蛇鸟透雕镂空漆座屏
付裕

长寿 齐白石 篆刻 6×6×8.9cm

2015 年 舒 济 、舒 乙 、舒 雨 、舒 立 捐

赠 中国美术馆藏

战国 凤鹿蛇鸟透雕镂空漆座屏 2002 年于湖北省

枣阳市九连墩 2 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

《
代
表
手
册
》

三顾茅庐 佚名皮影 150×220cm 清代

在厦门华侨博物院，珍藏一套精致

大气、古朴典雅的红木家具，包括两把

官 帽 躺 椅 及 两 张 嵌 螺 钿 花 卉 四 脚 方 几 。

这套珍贵的家具是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

于 1999 年捐赠的，其是陈嘉庚领导千百万

南洋爱国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期使用

的，见证了南洋爱国华侨的感人往事和历

史功绩，是弥足珍贵的华侨历史文物。

怡 和 轩 俱 乐 部 于 1895 年 正 式 注 册 成

立，是新加坡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华人社团之一。1923 年，陈嘉庚被选为

怡和轩俱乐部的总理，1930 年改总理制为

主 席 制 ， 至 1947 年 间 他 多 次 担 任 这 一 职

务。当时，他在新加坡华侨社会已经享有

较高的声望，特别是在捐办教育方面表现

卓越。

陈嘉庚任怡和轩总理后，推行了新章

程，完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并致力于改

革 怡 和 轩 的 风 气 ， 如 严 明 纪 律 、 禁 抽 鸦

片、禁止赌博等。他大力扩展了会务，打

破了只限闽帮富商入会的旧规，欢迎各帮

名流入会，并积极推动怡和轩俱乐部投入

到 华 社 的 政 治 、 文 化 和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中 。

此举使新加坡各帮华侨领袖或名流逐渐集

中于怡和轩。

1928 年 ， 日 本 为 阻 挠 国 民 革 命 军 北

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陈嘉庚

领导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办事处设于

怡 和 轩 。 该 筹 赈 会 成 功 动 员 和 组 织 华 社 ，

为救济山东济南惨祸中遇难军民开展了筹

款运动。通过这次行动，不仅奠定了陈嘉

庚在华社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以怡和轩为

大本营，围绕陈嘉庚形成了一个华社跨帮

派的领导层，这也提升怡和轩俱乐部在华

社的地位和影响力。

1938 年 10 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

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 宣告成立，其

办事处便设于怡和轩。在陈嘉庚的卓越领

导下，南洋华侨积极投身于开展各项抗日

救亡活动，使得怡和轩俱乐部不仅成为新

加坡，更成为南洋地区民族救亡运动的重

要 阵 地 。 陈 嘉 庚 本 人 也 长 期 在 怡 和 轩 居

住，这里不仅是他日常生活的场所，更是

他处理各项社会事务的重要基地。

怡和轩俱乐部从一个富商俱乐部走上

新加坡华社的历史舞台，这一转变与陈嘉

庚的卓越领导密不可分。陈嘉庚以其非凡

的 人 格 魅 力 、 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以 及 卓

越 的 组 织 领 导 才 能 ， 引 领 怡 和 轩 俱 乐 部

成 为 推 动 社 会 公 益 事 业 的 中 坚 力 量 。 在

他 的 影 响 下 ， 怡 和 轩 俱 乐 部 不 仅 树 立 了

崇高地位，而且在社会公益领域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1999 年，在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

誉会长、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主席孙炳炎

推动下，陈嘉庚任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时期

的红木螺钿家具被捐赠给华侨博物院。值

得一提的是，孙炳炎是当年陈嘉庚创办华

侨博物院的 32 位捐款人之一，他从年轻时

就追随陈嘉庚。“我这样做，仅表达我对世

界伟人陈嘉庚先生的无限崇敬之情，表达

对陈嘉庚先生集资创办的华侨华人自己的

博物馆的一片爱护之心。”孙炳炎朴实的语

言表达了广大华侨华人的心声。

一套红木螺钿家具背后的华侨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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