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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一本本重现历史的老日记、一枚枚追忆往事的纪念章……这些红色老物
件诉说着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历程，是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经济腾飞和生活巨变的历史见证，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
值。通过品读这些“红色藏品”，能够再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文化。编者按

老日记本：记载新中国辉煌70年
 董西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

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日记见证了新

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其史料、研究、收藏价值

是其它藏品无可替代的。

老日记本是我国一个时代文化的历史见

证和缩影。这些发黄的老日记本，款式多样、

品种繁多，从时间的跨度看，从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

代末，基本涵盖了新中国 70 年来日新月异的

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百废待兴，在

这一时期制作的日记本，多采用国产和进口

道林纸作为本芯，其封面制作十分精美，多为

漆布做装帧，色彩大都为枣红色、大红色、豆

绿色等，其规格多为 36 开、50 开本，其塑料封

面十分少见，日记本的名称多与国家经济建

设及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每本日记都具有十

分浓郁的时代气息，每一个名称都留下了新

中国成长的艰难和曲折，它以不同的形式印

在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日记本上，也印

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异彩纷呈的日记本名称

在笔者收藏的这些老日记本中，最让人

们记忆犹新的就是印在日记封面上的日记名

称，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日记本均以《胜利》《新中国》《建设》

《建设日记》《中苏友好》《友谊万岁》《伟大的

友谊》《前进》《祖国在前进》《新世纪》《抗美援

朝》等为名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印

象。这些老日记本的封面图案，多采用凹凸

版一次成形制作，有的日记本封面上还印有

毛泽东肖像、题词和天安门图案等，给日记本

的封面增加了美感，在一些日记本的扉页有

的还印有毛主席像、朱德像和一些领导人的

题词，以及中国地图、长征路线图、国歌等。

老日记本里的名家作品

老日记本里所夹绘的美术作品，也是日

记本的一大特色，其大多数都与国家政治、经

济建设息息相关，有国家的法律法规、政治文

件、毛主席语录，也有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

等，有些英雄人物是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在日

记本里彰显出来的。

如 1949 年《百成日记》里丰子恺的漫画

“严冬冰雪皆经过，次第春风到我庐”，这幅精

美作品是丰子恺先生作于 1941 年的；1950 年

东北新华书店印行的《新华日记》，在这本日

记里有版画“打过长江去”；1951 年新华时事

丛刊社编、新华书店发行的《新华日记》，在这

本日记里有张建元的“劳动光荣”；1952 年上

海金心印刷厂出品的《金心日记》里有赵延年

的“踏着鲁迅先生开辟的道路前进”等美术作

品；1958 年地方国营锦州印刷厂印制的《人

民公社好》日记，里面有“工业大跃进”“大炼

钢铁”等美术作品；1962 年 10 月重庆市精装

印刷生产社出品的《红岩》日记，里面有著名

版画家吴凡、李少言等创作的“胜利的消息”

“战斗的渴望”“红色的岩石”和“胜利”等 21

幅黑白木刻“红岩”英雄形象版画作品。这些

日记里的美术作品，设计新颖、印刷大气、精

美绝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政治色

彩，成为“日记专题”收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国庆日记庆祝新中国生日

我国历来有“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

庆的惯例。每逢“五”逢“十”国庆周年时，都

会庆祝新中国的生日，一些制本厂家，出版了

一些国庆日记本。

在这些老日记本里，有大量的美术摄影

作品记录了新中国历届国庆的庆祝盛典。如

1950 年的东北新华书店印行的《新华日记》，

在这个日记本里有一幅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

国典礼”的照片，场面十分壮观；1951 年新华

时事丛刊社编、新华书店发行的《新华日记》，

日记本里有一幅 1950 年国庆节，毛主席在首

都天安门检阅台上向游行队伍举手答礼的经

典照片；1953 年出版的《国庆纪念》日记，设

计十分精美，封面的最上方是“国庆纪念”四

个字，下方是银色的天安门、金水桥、华表、红

旗和工农兵手持火炬等图案，扉页是一面鲜

艳的五星红旗，扉二页是彩色毛主席标准像，

扉三页是毛泽东题词“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

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日记本里还有毛泽东

主席在天安门检阅台上向游行群众举手答礼

等多幅国庆图片。

老日记里国庆节的真实记录

1953 年 出 版 的《八 一 日 记》里 ，有 一 篇

1954 年 10 月 1 日的日记，记载了新中国成立

5 年来的一些国家大事，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今年的国庆节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国庆节是

建国五周年，各国都很欢喜都派来代表来庆

祝我们的国庆节，还有我们第一次人民代表

大会在 28 号闭幕，又有宪法，第一次有了宪

法是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又当选了我

国的主席，我们要欢心鼓舞的来庆祝这个节

日。”

笔者收藏的一套 6 厘米厚的日记本里，

记录了 1964 年 10 月 1 日和 1965 年 10 月 1 日

的日记。该套日记共 9 册，日记开篇于 1964

年 2 月 18 日，结束于 1966 年 9 月 5 日。两年

多来，作者一天不落的记录了下来，笔者也被

作者持之以恒的精神而感动。在 1964 年 10

月 1 日的日记里，作者写道：“今日是我们伟

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在这辉

煌的十五年中，我国在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

席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

苦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使我们在工业、农

业 、国 防 建 设 事 业 ，

取 得 了 伟 大 的 成

就 。 但 在 这 几 年 当

中 我 国 连 遭 到 了 三

年的自然灾害，我们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会 战 胜 这 种 自 然 灾

害的，人民的生活一

天 天 的 又 好 了 起 来

…… 今 日 来 我 国 参

加 国 庆 节 的 有 70 多

个 国 家 ，3000 多 人 ，

比 起 1949 年 开 国 盛

典 26 个国家，305 人，

增加了几倍，从这点

来看，我们的朋友越

来越多，遍地世界，这就是我们有了马列主义

的真理，有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共产党的领

导所取得的。”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日记里

作者这样写道：“今日是国庆十周年，在这十

年当中，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我国

工业、农业上取得辉煌的成绩，特别是在近几

年来我国发展的是很快的，群众生活相应的

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这样的老日记举不胜举，从这些日记里，

我们就能领略到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和辉煌历

史。70 年的光辉历程，70 年的辉煌成就，都

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些老日记是

见证新中国 70 年辉煌的详实物证，也是献给

新中国生日的最好礼物。

1953 年《国庆纪念》日记本。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的 全 国 物 资 交 流 纪 念 章
 周继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

央立即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制定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

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1950年元

旦，华东区最早举办农业展览会。

此后，华北区、东北区、西北区等地

也纷纷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

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是对新中国

成立初期，全国各地组织举办的土

特产交流会、土特产展览大会、物资

交流展览会的统称，是在西方国家

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

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以扩大内销、驱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商业活动形式。

依据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规模及其

所依赖的市场层级，有高级、中级、

初级三种市场形式：高级形式是在

大区以及各大区之间开展，具有全

国性；中级形式是在各省省会及主

要城市举办，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初

级形式是在各地、市、县举办，以传

统的庙会、山会、骡马大会、药材大

会、赶圩赶集赶场为主要形式。所

谓“物资交流”，简言之就是将农产

品收上来，把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开

展商品交换，活跃城乡经济。

自 1950年秋到 1952年止，通过

各种形式的物资交流会，推销农副

土特产品总值达 100 万亿元（旧人

民币，下同）以上，实践证明它确实

是“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疏通了

城乡经济血脉”。由于全国有组织、

有领导地把推销土产、活跃城乡物

资交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从而扭

转了市场呆滞的局面，促进了经济

的繁荣，这对于发展我国工农业生

产,活跃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打

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禁

运,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

了极为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 1950 年发端，并在 1951 年、

1952年两次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

活动中，全国各地举办的土特产展

览会、农业展览会、物资交流会等，

制作发行了品种数量繁多、设计铸

造精美的纪念章。这些纪念章分为

地市县级展览会纪念章、省市级展

览会纪念章、大区级展览会纪念章

等多个类别，有实物可考的纪念章

就有数百种，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广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

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举

措和辉煌业绩，已成为这段历史的

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的城乡物资交流

展览会最早发源于华东地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以及山

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急

待战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华东

局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在努力进行工

商业、金融业等行业的恢复工作的

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抓紧抓好农业

工作，举办农展会就是其中一项任

务，旨在恢复农业生产，促进农产品

交流，重新建立农产品流通渠道。

1950 年元旦，华东区第一次农

业展览会在上海跑马厅（今人民公

园）开幕，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人

参加了开幕式。农展会共举办 10

天，主要目的是：通过展览会把农业

生产的实际经验和农业科学理论知

识结合起来，解决今后农业生产中

急待解决的作物品种、农具、肥料等

问 题 ，完 成 1950 年 的 农 业 生 产 计

划。农展会的展品主要来源于华东

区各地，展览内容共分为：苏联农业

介绍、中国农业建设途径、水产、农

械、林牧、土壤肥料、病虫与药械、纺

织与纤维、农艺及园艺等十个组。

华东区第一次农展会举办之

后，华北区各地也纷纷组织举办土

特产交流会和以销为主的物资展览

会，并同时进行劳动模范表彰，更增

添了展览会的宣传鼓动效果。从

1950 年春到 1951 年春，华北地区 5

省 2 市通过物资交流展览会和各种

土产会议，全部土产售出 70%，从而

激活了城乡物资交流。

华东区、华北区举办的农展会

及其交易活动，对提高农民购买力，

扩大工业品市场，刺激工农业生产，

克服国家贸易资金不足的困难，巩

固市场的物价稳定和增多税收等方

面均起到了很大作用。

1951 年 3 月，中共中央即发出

指示；要求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

专区，各县和各区乡，在两个月以内

召开一次土产会议，以推销土特产

作为繁荣全国经济的中心环节。为

了响应这个号召，全国各地均举行

了各种形式的土产交流会和物资交

流展览会，形成了全国性的城乡物

资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例如，上海

市、中南区、东北区、华北区等均举

办了土产展览会和城乡物资交流大

会，共签定合同和协议 1.4 万多件，

成交总额 10 万余亿元。到 1952 年

的下半年，规模更大，全国各地举办

土产展览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共

7789 场（次），总成交额 33.93 万亿

元，比 1951年增长 2倍以上。

1951 年 2 月 15 日，西北经济建

设展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历时 22

天，于 3 月 15 日闭幕，观众多达 118

万人。展览会设立了农林、水利、畜

牧、工业、交通、贸易和金融等 7 个

陈列室，展品共 9416 种，同时，展览

会“ 结 合 展 览 ，廉 价（较 市 场 价 低

10%-30%）供应群众各种物品，并推

广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等，展销会

成交总额 33亿余元。

1951 年 6 月 28 日至 9 月 10 日，

中南区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在汉口

举行，历时 75 天。大会展出各种土

产特产 12000 多种、41000 多件，其

中包括各大区展品 5200 多件。大

会分设总馆、农林、畜产、纺织纤维、

油脂、烟叶、工矿、国药、水产、手工

业、手工艺、食品、合作、交通和区际

等 15 个展览馆。展览会交易总额

8129亿多元。

1951 年 9 月 15 日，东北区物资

交 流 展 览 大 会 在 沈 阳 开 幕 ，历 92

天，于 12月 15日闭幕。展览会设置

了工业馆、综合馆、工业原料馆、粮

毂馆、水产馆、森林木材馆、水果蔬

菜馆、农具馆、畜产馆等 16 个馆。

展览会期间，观众共有 65 万多人，

交易额达 23777亿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以大城市

为中心所举办的城乡物资交流展览

会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并以其为主

要形式掀起了新中国的城乡物资交

流高潮，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发挥

了重要的历史功效，并为新中国成

立初期城乡经济的繁荣、扩大内需，

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积累了成功的示

范性经验。

华东区第一次农业展览会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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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郴州市宜章县文物管理所库房

内，藏有一面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锦旗，该锦旗

为 2006 年宜章县举办老区革命斗争史陈

列时宜章县民政局捐赠给县文物管理所。

锦旗纵 140 厘米，横 66 厘米，红缎，镶黄边，

底边缀有黄须线，正面印有毛主席亲笔题

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14

个大字，雄劲有力，款署“毛泽东”“中央访

问团赠”。该锦旗是 1951 年夏秋之间，中

央中南访问团第三分团访问宜章瑶区时赠

送给宜章县民政局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把加强与各

少数民族的团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

阂，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状况和需

求，调解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纠纷，

加强人民政府与各民族人民的联系，增进

民族团结，1950 年春，根据毛主席的建议，

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派遣访问团。

1950 年 6 月至 1952 年，中央先后共派出 4

个访问团分别访问西南、西北、中南、东北

及内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由于大西南的

民族关系比较复杂，中央决定首先派出西

南访问团，到川、滇、康、黔民族地区开展慰

问活动。1950 年 6 月，中央西南访问团率

先组建，成员 120 多人从文教委、财经委、

政法委等 20 多家单位抽调，全体成员于 6

月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学

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访问西南各兄弟民

族极为重视，毛主席专门接见李维汉、刘格

平、赛福鼎等民委领导，听取汇报。毛主席

听取汇报后，对访问团的工作作了重要指

示。毛主席说：“你们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

对各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好的访

问，是以加强各民族团结为使命的。希望

你们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在这一方面作一个

良好的开端。”在谈到访问团任务时，毛主

席说：“一是要依靠当地领导；二是一切工

作要坚决遵循《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和民

族团结的方针，不要做少数民族不喜欢、不

愿意做的事；三是对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对

少数民族所犯下的罪恶，要赔礼道歉，要说

对不起。”最后，毛主席问刘格平：“你们还

有什么困难？还需

要中央做什么事？”

刘格平回答说：“没

有 什 么 困 难 。 主

席，大家有一个愿

望，想请主席给各

民族同胞题个词。”

毛泽东笑了笑说：

“ 这 个 要 求 不 算

高”，于是挥毫题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民族团结起来”

14 个 大 字 。 李 维

汉、刘格平拿到主

席的题词后，立即

指示民委办公厅，

派专人将主席题词

送到琉璃厂去精心

装裱、印制，作为给

各少数民族同胞的

珍贵礼物。

中 南 访 问 团

一行 70 余人，由李

德全任团长，费孝

通、曹孟君、马杰、

熊寿祺任副团长，

分成三个分团，即第一分团（广西分团）、第二分团（广东分

团）、第三分团（湖南分团），于 1951 年 6 月 20 日离京分赴中

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中南访问团历时三个多月，对三

省 8 个市 48 个县约 80 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群众进行了访

问。来郴州的第三分团先后到了宜章莽山、资兴、郴县、桂

阳、临武等县瑶区进行访问。每到一地，访问团通过举办座

谈会、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和民族代表会议等，向少数民族

群众转达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宣传

党的民族政策，向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广

泛听取和征求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访问团还运用文工

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民

族政策，展示新中国的风貌；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毛泽东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题写的锦旗、条幅，这面锦旗就是中央

访问团访问宜章时送给宜章县民政科的；对处于极度饥寒

中的少数民族群众，发放衣物、粮食、食盐、药品，对居住在

山洞里的无房少数民族群众，采取紧急救济措施，分给住

房、衣被、粮食，使其安居乐业。访问期间，中央访问团对所

访问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风俗习

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调查，为新中

国成立初期党中央进行民族识别和制定、完善民族政策提

供了第一手丰富详实的珍贵资料。

中央民族访问团对少数民族人民的访问，不仅了解了各

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和要求，而且沟通了民族感情，宣传了

党的民族政策，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各少数

民族热爱党、热爱祖国以及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

热情，为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顺利实

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亲笔题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锦

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

历史见证。

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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