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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许善斌：用证照提取“历史基因· 历史被时间的长河逐渐冲得无影无踪了，后人很难看到它的真
实面目 ，只能从书籍、报刊、影视里寻觅到一点儿“身影”，而这些“身影”都 渗透进了作者、编
辑、导演的情感，他们根据自己的构思和需要进行了“ 深加工”，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不管是善
意的还是恶意的，都存在一 定程度的“歪曲”，往往把历史搞得似是而非，乃至面目全非。
何况有资 格写历史的都是胜利者，“一俊遮百丑”就顺理成章了，听到的尽是一片 王婆卖瓜的叫卖
声。
 搞收藏的人求真心切，弄到真东西就兴高采烈，搞到假东西就垂头丧 气。
我的老朋友许善斌是一位著名的民间收藏家，许先生凭感觉识真假， 他收集各种证照资料，12年间找
到了3000多张“旧纸片”，有入场券、讣 告、请柬、门票、布告、毕业证、结婚证、执照等，它们构
成了一部纸片 上的“微型现代史”，尽管是残缺不全的，却是原汁原味，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活历
史”。
因为证照是一张一张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只能碰到什 么买什么，既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凭空捏造
，这部“活历史”就是用这 种笨办法拼凑起来的，可以说是“纯天然”，如果也有“绿色历史”这个
词的话，这可就是货真价实的了。
 证照，可以看作是从“历史老人”身上掉下的“毛发、牙齿、皮肤、 骨骼”，从这些证照上可以提
取那个时代的“基因”，以“以小见大”的 手法，可以还原当时的“真实面目”，这为“克隆”历史
提供了可能性。
 许善斌用这些证照重现历史的真实，2006年5月出版了《证照百年》，现在 又要出版《证照中国》，
两本书都邀请我写序。
《证照百年》序的题目是 《许善斌：用证照书写历史》，也许是因为我对老朋友太熟悉的缘故，写 
着写着就写成一篇通讯，写出了一个“收集旧纸片的老汉”(老许自己名片 上的“职务”）。
这次我又成了为许善斌专著写序的“回头客”，难免轻车 熟路也走了“回头路”。
 。
 许善斌先生收藏的证照源于民间，虽然是卖者无意买者有心，却没法 “预谋”，也没法“修改”，
所以这两本书都是顺其自然的产物。
《证照 中国》的时间集中在从建国初到“文革”前，这段历史有辉煌的胜利，也 有痛心的失误。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来自民间的 证照无法重新对它审查，也无法从“政治上把关”，免不了出现一些
“反面证照”，突出的有“大跃进”、“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的证照， 它无疑是共和国身体上的伤
疤，我们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费”，总算 使国体上的伤疤痊愈了。
 如何评价这些“反面证照”，许善斌先生有他的自己的理解，他说这 些材料是共和国的“病例”，
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想不再“犯病” ，就得经常研究“病例”。
 国体如同人体，想从来不生一点儿病是很难的。
还有，国家跟人一样 ，也有“幼儿期”、“青春期”，“壮年期”，后面还会走入“更年期” ，每
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周期病”，关键是要勇于正视过去，只有深入研 究“病例”才能做到“下不为例
”。
 许善斌还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了错误也有“利用价值”。
他 从当年的小学教师到现在的退休报人，经历了从大队(村）到公社(乡），再 到县、市，最后从省城
到首都的全过程，这在那个“调动工作难，难于上 青天”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老许说这个“奇迹”的产生，不 光是靠成绩干出来的，也是靠犯错误犯出来的，如果不是当年在县上
因为 “文革”搞得“臭不可闻”，怎么也不会削尖脑袋往市里钻。
后来在省里 受到了“排挤”，他是被“反作用力”弹进了北京。
老许说优点和缺点是 相伴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犯错误”跟犯病是一个道理，不能讳疾 忌医，不能报喜不报忧，这些所谓的“反面证照”，所引出
的效果一定会 是正面的。
 许善斌不厌其烦地讲这个正与反的辩证法，是因为收藏界至今还存在 歧视“反面文物”的现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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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曾经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把兽分成猛兽 和益兽，藏品也有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想当年谁收集
敌人的东西就意 味着通敌。
现在政治风险已不比从前了，可是思维中的习惯势力还很强大 ，“反面文物”仍有难登大雅之堂之虞
。
 许先生的话我亦有同感，我20年记者生涯有10年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度过的，当年也面临着许多拍
照方面的框框，属于给“文化大革命”“ 抹黑”的场景一律不让拍，我偷偷地拍了一些“负面”的照
片。
如今数以 万计的“正面”与“负面”的照片，组合成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文革”历 史，这些照片编
入我的环球影展和《红色新闻兵》画册，受到国际媒体的 赞扬，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善斌先生所收集的证 照中，许多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产”。
 2007年1月写于纽约无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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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新中国从建国之初到“文革”之前17年间的纸上风云录。
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抗美援朝战争，从土地改革运动到社会主义改造，从人民公
社化运动到“大跃进”，从“三反”、“五反”到“消灭四害”运动；从会议笔记本到革命运动纪念
册，从各种奖状到证书，从门票入场券到海报卡片，从国徽设计图到报纸片面；从防治血吸虫病到治
淮工程，从农民翻身票到节日庆祝宣传单，从牲口“户口本”到殡葬改革，从节目单到护照通行证，
本书从国事、政事、大事、军事、农事、怪事、红事、民事、文事和外事十个方面记录了17年里中国
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与历史。
    作者以“向下看”的眼光和平实的笔调，忠实地记录了那些可能被掩埋的旧纸片上的历史。
本书所收录的证照里，上自高层领导的会议证件，下至普通百姓的戏票奖状，都无不呈现出那个特殊
年代里人们的心灵印痕。
    本书是作者集十年之功推出的一本力作，虽然只是一部“断代史”，但里面所蕴含的价值却不容忽
视，我们可以从那些“历史的碎片”中窥见整个新中国由弱而强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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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善斌，北京的退休报人，名片上的头衔是“收集旧纸片的老汉”。
他是北京最早致力于证照收藏的民间收藏家，十几年来蛰伏于潘家园旧货市场和报国寺文化市场“淘
宝”，风雨无阻，北京市场上有价值的证照大多都被他搜入囊中。
他因此赢得“中国证照收藏第一人”的美誉。

    许善斌老人的理想是，有朝一日可以成立一个“证照博物馆”，他希望能够通过证照展现历史，让
大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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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此多了个国庆日 笔记本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已经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退回到50 年以前，
它却身价不凡，要送礼的话它堪称是一份厚礼，可惜当时没有情 人节，如果送笔记本肯定比送鲜花更
能赢得情人的心。
很多人有了笔记本 也不舍得用，喜欢留做纪念品和炫耀品，既是精神财富又是物质财富。
现 在笔记本电脑风靡世界，笔记本电脑因为像笔记本而得此名。
实际上，在 电脑还没出世前，笔记本的价值似乎就相当于电脑，很多人不舍得“大材 小用”，只用
它来记录像日记之类的重要事情，以延长笔记本的寿命。
 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笔记本，事过 境迁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我
这里收集了三个，现在看它们是各有千秋。
 当时很多方面还没有规范化，这些本子的设计也是五花八门。
第一个上面 写着“国庆纪念手册”，图案只是一面国旗，以旗示国简洁明了；第二个 上面写着“庆
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图案又是一面国旗；第三个则是 别出心裁，还有点儿面面俱到，上写“开
国纪念”，把国家的形象描画成 一座灯塔，国旗和党旗分列灯塔两旁。
还有一个小细节也值得说说，前两 个本子的书写格式跟现在一样是从左往右，后一个正相反。
从右向左是老 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种“破规”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但是没有法律依据 。
 由“样品”变“正品” 我们的国徽既大方又美观，是一件难得的设计精品，它集中了国家领 导人和
专家学者的智慧，在当时来说很有中国特色。
 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国歌词谱的 启事，收到了110多件国徽稿件
和900多件图案。
第一届政协会议审查时都 看不上眼，于是责成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为中央美术 
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两家同时开展竞赛，最后进行选择。
清华由著 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担任组长，成员有梁先生的夫人、建筑学家林徽因 ，画家李宗津，
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 ，张昌龄以及研究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等。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组由著 名工艺美术家、教授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人组成。
 为了赶在1950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和 学者们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
敲，反复研究后都有了草案。
根据全国政 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并比较了所有 设计方案后，
两个设计组最后共同确定了国徽图案的内容：用齿轮、麦稻 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 国人民的大团结；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
五四 ”民主运动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
 国徽图案通过之后，梁思成向中央推荐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 ，来完成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
设计塑造任务。
生性耿直的高庄在塑造模型 时，认为国徽方案中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很多人说他没有这个
权力，他就上书毛泽东：“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 术家⋯⋯”毛泽东主席不但
没生气，还同意了高庄的意见。
 清华大学营建系为此获得了国徽设计一等奖，并领到了一千万元（旧币 ，合现在人民币1000元）的奖
金，这钱代表了大师们的“劳动价值”，也是 按劳取酬原则的体现。
还有一个说法是，政务院决定奖励梁思成等8名有功 人员每人800斤小米，在分配的时候梁思成建议多
给高庄一些，结果他们谁 也没要，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部队。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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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证照收藏第一人集十年之功的心血力作。
　　北京目前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无疑是必须的。
但与此同时，旧事物也消融得过多过快。
这样下去，又将给我们进一步的前进带来阻碍。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研讨本书作者的工作，同时也评价本书的出版价值，当是一件非常重要与急迫的
事。
　　——徐城北 （作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别看是一张小纸片，其中却蕴涵了无穷的信息，记
录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
老许经常要跑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它们，细细品味。
　　——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　　10年过去了，老许算得上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证照收藏大户
了，然而收获名声的同时，他也为此搭上了全家省吃俭用下来的所有积蓄近20万元⋯⋯最近，老许玩
收藏又出了新招儿：写书。
不过不是编别人的故事，而是写自己的收藏心得。
在票证的大千世界里看世事变迁，在自己的收藏故事中寻找快乐。
　　——中央电视台《记忆》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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