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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始末
刘建辉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前，《中国古代北方
民族史》（十卷本） 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
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
朝帝陵综合研究”的子课题而开展研究、编写的一
套书稿。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 由 《匈

奴》《乌桓》《拓跋鲜卑》《柔然》《突厥》《回
鹘》《黠戛斯》《契丹》《库莫奚》《室韦》 10 卷构
成，涵盖了公元前 3 世纪以后至公元 13 世纪以
前，蒙古高原及周邻地区各个主要草原游牧民族
的历史，是迄今为止我国史学界一次性推出的卷
帙最多和内容最为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史的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对中国
古代疆域、中西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
变迁过程，深入探究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
内涵及其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与
贡献，对深入学习和认识中国史，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局
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 研究的历史
上的中国疆域范围和北方民族，按照 1981 年 5 月
谭其骧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
上的讲话内容作为基本原则来把握。即以几千年来

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以
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这段时期的清朝版图作为
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此套书籍的撰写，以中国历
史上活动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匈奴、乌桓、
拓跋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库
莫奚、室韦为研究对象，以族别史体例为整体设
计，每个民族自成一卷，史观、体例、内容安排等
力求一致。各卷作者按照编写体例和要求，以唯物
史观为指导，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依据文献和
考古资料，对诸民族的族名族源、历史变迁、政治
制度、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民族关系、最后
流向等尽可能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对一些具体问
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北
方民族的历史作用、影响和贡献尽量作了客观的评
价。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 的一大亮点
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充分结合，利用最新的考古发
掘资料，从多学科综合的角度来讲述中国古代北方
民族的历史。各卷既有相对一致的结构，又根据具
体情况谋篇布局，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各自的学术思
路与逻辑特点；各族的历史内容既属于全书整体不
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又相对独立成书。同时，在撰
写过程中，尽可能详细占有史料，注意充分辨析史
料的史源关系，运用有价值史料进行研究。

在撰写过程中，各卷根据具体情况，充分结合
运用考古资料，以达到用实物资料证史、补史、纠
史的作用，突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同
时，运用古代民族文字史料，如突厥文、回鹘文、
契丹文资料等进行研究，并利用汉语音韵学、民族
史语文学方法进行研究，辨析相关说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成果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出版

本报讯（记者 付裕）在北京永乐2021秋季
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王原祁创作的《秋
林远黛图》以4500万元起拍，经过激烈竞价，最终
以4800万元落槌，加佣金5520万元成交，创王原
祁个人作品拍卖纪录。

此前，这件《秋林远黛图》在 9 年前曾以
4140万元拍出，一直保持着王原祁作品拍卖的
高价纪录，而今纪录被刷新。

王原祁为清初“四王”之一，其绘画之法承继
家传。因其画风别出新意，笔墨技法有所创新，在清
初画坛影响巨大。此外，因王原祁曾供职清宫内廷，
所创作的绘画受到康熙皇帝器重，因此在当时即
受到仰慕。其书画作品自清中期以来，不仅受到皇
室贵族喜爱，由内府珍藏并加以著录，他的绘画技
法受到许多宫廷画家、画坛名流的尊崇与仿效，传
世书画艺术品亦成为公私珍藏的对象。

此件王原祁所绘《秋林远黛图》轴，以其典
型的笔法、墨迹与构图，描绘北方山川的自然景
致，上部远景绘峰峦连绵、云霭轻飘；中景绘平
湖水岸、苇草繁茂，湖岸边建有数间水榭，平坡
和山顶筑有茅屋草舍，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的画
面；近景绘坡角横陈，其上杂树竞秀、错落有致。
全图使用典雅的“四王皴法”和青绿、赭石、朱红
颜色，层林尽染、万木缤纷，完美展现出秋林远
黛的深邃意境。

在《秋林远黛图》轴的左侧下部，有王氏的
题款和钤印，工笔正楷两行书写：“臣王原祁
奉 敕恭画”，款下钤盖朱、白文方印“臣原祁”。
从其题款来看，本幅画作应是“命题作画”，即由
康熙皇帝亲命王原祁所画。

王原祁《秋林远黛图》破纪录成交

这幅照片拍摄于 1926 年，照
片底板上有“厦门鼓浪屿美璋”字
样，拍摄于厦门鼓浪屿上的美璋影
像馆。这是“林语堂家族全家福”
首次亮相厦门，也是目前公开资料
中最完整的林家合影。

照片拍摄背景是一栋中式建筑，
门前有台阶和石埕。正中间是林语堂
的母亲杨顺命，其余家族成员环绕在
她的周围。林语堂和妻子廖翠凤以及
长女林凤如在左侧，他的三个哥哥、
一个弟弟、大姐及他们各自的配偶子
女也在其中。从这张全家福见证了林
氏家族和鼓浪屿的密切关系。

据 文 史 资 料 记 载 ， 1905 年 ，
10 岁的林语堂坐了三天的船，从
漳州平和坂仔来到了鼓浪屿，入读
鼓浪屿养元小学。13 岁时，林语
堂升入了寻源中学。一直到 1912
年，他经历了从养元小学(现鹿礁
小学)到浔源中学(现鼓浪屿音乐学
校)的少年时代。在浔源中学，林
语堂迷上了苏东坡的作品，已经看
了一半的 《史记》。在 30 多年后的
1947 年 ， 他 出 版 了 代 表 作 之 一
《苏东坡传》。

1919 年 8 月 9 日，在鼓浪屿的
教堂里，24 岁的林语堂与廖翠凤
举行婚礼，三天后，林语堂便携着
廖翠凤远赴美国留学。等他们再次
步入位于鼓浪屿漳州路 44 号的廖
家别墅时已是 7年后的 1926年。

1926 年 3 月，北京发生震惊中
外的“三·一八”惨案，爱国学生
遭军阀枪杀，时任北京师大教授兼

教务长的林语堂，因支持学生爱国
行动也在北洋政府通缉之列，欲离
开 北 京 暂 避 ， 遂 接 受 厦 门 大 学 聘
任。从这张全家福来看，林语堂应
该就是在这时候在鼓浪屿和林氏家
族成员团聚并拍摄全家福。

1926 年 10 月 10 日，厦门大学国
学研究院成立，林语堂出任总秘书
长，这一天正好是他的 31 岁生日。
林语堂一来校就接任文科主任，他
提倡革新精神，与“国文”系同仁
向校方提出更名改称“国学系”。同
时充分发挥名教授学者的专长，深
受学生欢迎。他还亲自授课，如曾
开设“英文作文”“现代文”和“英
语发音学”，并讲授“英国语言史”
和“普通语言学”等课程。

林语堂还推荐一批大师陆续走进
厦门大学，有文学家鲁迅、国学家
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学
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
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
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廷谦 （川岛）
等。这批名家的主体是北大的“语
丝派”与北大的“现代评论派”。他
们的到来，让厦大文科盛况非凡，

“一时颇有北大南迁的景象”。厦大
国学院也因此成为继北大国学门、
清华国学院之后，20 世纪前半叶中
国仅有的 4 所国学专门研究机构之
一，成立 8 天即提出了 10 个研究选
题，并计划出版 10 部专著，其中就
包括有鲁迅的 《古小说钩沉》《六朝
唐代造像》 和林语堂的 《汉代方音
考》《七种疑年录统编》。

“林语堂全家福”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照宁

1984 年 1 月 27 日，一封故宫
博物院的公函摆在位于北京和平
门西南角的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办
公室。在这封公函里，故宫博物
院首次提出了发行 《故宫博物院
建院六十周年》纪念邮票的建议。

邮票的缘起

邮电部邮票发行局：
故 宫 博 物 院 成 立 于 1925 年 ，

1985 年 10 月恰逢建院六十周年纪
念，为此建议发行 《故宫博物院建
院六十周年》 邮票，兹将提议缘由
说明如下：

一、党的十二大以及六届人大有
关文件指出，大力加强博物馆的建设
是精神文明、文化建设的需要，故宫
博物院是我国最大的国家博物馆，也
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著名博物馆之
一。按照我国传统习惯，六十周年要
组织各项纪念活动，以扩大宣传。

二、故宫博物院以保存最完整
的古建筑群而闻名。故宫博物院收
藏九十多万件珍贵文物，集中反映
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艺术。

三、根据我国以往发行邮票的
选 题 分 析 ， 有 关 故 宫 博 物 院 的 邮
票，如 （《北京风光》 中太和殿一
枚，《磁州窑》 邮票中双虎纹瓶、黑
釉剔花瓶及 《明清扇面画》 六枚为
故宫博物院藏品） 等情况表明，发
行 故 宫 博 物 院 六 十 周 年 邮 票 的 题
材，内容是丰富的，条件是成熟的。

关于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六十周
年，我院已专设机构筹划这一工作，
并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适时将举办
隆重纪念活动。目前诸多工作业已开
展，如图书、画册的编撰出版、中央
新闻电影制片厂已开始开拍纪念故宫
博物院六十周年的影片等等。故请发
行邮票事宜望酌定，签复为盼。因涉
及诸多工作的统筹安排。

我们对发行故宫博物院邮票的
初步设想，希望能反映古代建筑、
各类文物藏品精粹及宫廷历史陈设
三部分内容，若能印制高空摄影古
建筑群小型张将会收到良好效果，
其他或可一套多枚，或可拟今后发
行 故 宫 博 物 院 系 列 邮 票 。 有 关 资
料、图片及设计等技术问题，我院
将给予积极配合。

故宫博物院 （章）
1984年1月27日

距 1984 年 1 月 27 日不到两个
月，故宫博物院又于是年 3 月 20
日，第二次致函邮电部邮票发行
局，再一次表达了迫切希望能在
1985年发行《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
周年》纪念邮票的建议。

故宫博物院的两次来函，引起
了邮电部邮票发行局领导的高度重
视。时任邮票发行局局长的宋兴民
批示：请周、曹、倪并计财处、设
计室阅。我原则同意列入1985年计
划，请设计室安排与故宫博物院商
谈。

邮票发行局的三位副局长周保
昌、曹双禄、倪贯一都画圈同意。

经过一系列的报批手续，《故宫
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 邮票选题正
式列入了1985年的邮票发行计划。

设计师邵柏林

对于 《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
年》 这个既光荣又艰巨且对设计师极
具诱惑力的邮票选题，当时邮票设计
室实行的体制是“自报、公议、领导
批”的方式。翌年的邮票年度发行计
划公布以后，邮票设计室的设计人员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上报自己选中的
邮票选题，经过设计室讨论，最后呈
报局领导批准，指定设计师完成设计。

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邵
柏林很喜欢 《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
年》 的邮票选题，并在第一时间上报
了自己中意的这套选题。面对设计室
多人申报这个选题，邵柏林并没有抱
着志在必得的决心，毕竟申报的人太
多了，这块馅饼怎么可能就砸中自己
了呢？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经过
局领导批准，指定的设计人居然是自
己！这种无以言表的兴奋心情，即便
已过去了30多年，依然写在了这位饱
经沧桑的90岁老人的脸上。

邵柏林领到设计 《故宫博物院建
院六十周年》 纪念邮票的任务后，首
先想到的是，这套邮票究竟要反映什
么内容？他想听听院方的意见。

故宫博物院给出的建议有三个内
容：一是故宫古建筑群；二是故宫收
藏的珍贵文物；三是反映宫廷历史陈
设内容。如此重大的题材，如此丰富
的内容，如何在邮票上选取典型画面
设计出历史的厚重感，是摆在邮票设
计者面前的一个难题。邵柏林认为，
还是以表现故宫建筑为好，不仅画面
饱满，而且故宫古建筑群是故宫博物
院所独有的。

邵柏林把初步想法和故宫博物院的
有关专家进行了商谈，最终获得了院方

的认可。关于具体方案，邵柏林提出了
发行4枚邮票和1枚小型张的建议。

故宫这么大，邮票那么小，如何
把紫禁城浓缩在方寸中，是邵柏林首
先遇到的难题，难就难在如何取舍。
经反复踏访故宫的中路、东路和西路
路线经过的建筑群，邵柏林已经有了
一个初步的画面轮廓。他最终把邮票
要反映的重点放在了故宫的中路上。
故宫的中路，是紫禁城的中枢，是故
宫建筑群最最核心的部分。

从此，在故宫中路的景观道路
上，总能看见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
的中年人，身上挎着相机，反复取
景、拍照。这个人就是邵柏林。除了
拍照，邵柏林终日思考的就是如何把
故宫中路的众多景观合理分割成四幅
邮票图案？这也是对邵柏林设计能力
的又一次大考——对众多元素重组、
重构的能力！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 《康熙南巡
图》《光绪大婚图》，既让邵柏林领略
了这些中国古代散点透视构图的精
华，也如有神助一般找到了 4 枚邮票
元素构筑的思路。第一图：午门、金
水桥、太和门；第二图：太和殿、中
和殿、保和殿；第三图：乾清门、乾
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第四图：坤
宁门、御花园、神武门。

这样的布局，既可将中路的主要
建筑浓缩在有限的方寸之中，又能使
观者对中路的总体布局了然于心。但
这样安排必然使邮票的规格变成横长
条形。邵柏林把每枚邮票长度的天花
板确定在93mm。为什么呢？这个尺寸
能够从容地展开故宫中路的皇家建筑
群。但是，这种安排却碰到了难题。
由于当时整版的邮票用纸规格只有
235X330mm，也就是说，邮票用纸的长
度只有 330mm,而 4 枚邮票横向连成长

卷起码要 372mm 才能行，现有的纸张
放不下！不得已，邵柏林只能把 4 枚
邮票上下排列。

在邮票画面的表现上，邵柏林采
用的是金碧重彩界画手法，以展示故
宫建筑群金碧辉煌的灿烂色彩和富丽
堂皇的气势。红墙黄瓦、白栏绿树，
渲染出皇宫古墙的主要色彩，并用大
块金色衬托。整套邮票采用俯视构
图，故宫建筑群跃然纸上。邮票面值
的颜色也一改黑色，使用古建筑中的
佛头青，使整个画面融为一体。

故宫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朱家溍看
了邮票图稿后，大呼漂亮！欣然为 4
枚邮票提名：丹阙凌云、太和晴旭、
乾坤交泰、琼苑春晖。

邮票发行局对邮票图稿研究后，
认为原计划发行的小型张，现在邮票
图稿比较适合发行小全张。但发行小
全张，只能按面值出售，收入将减
少。而且一张邮票用纸上，只能印两
枚小全张，再加上 4200 万枚邮票加
500万小全张的印刷任务难以在邮票发
行日完成，经权衡利弊，邮票发行局
最终取消了发行邮票小型张的计划。
决定全套邮票为 4 枚。同时，宋兴民
又让邵柏林再搞一个方案，以供故宫
博物院选择。为此，邵柏林又选了 4
张照片，做了必要的设计，作为第二
方案。

最终的“第一方案”

1985年 5月16日，故宫博物院召
开院长办公会议，邀请各方专家认真
研究讨论后，最终选定了邵柏林的第
一方案。

1985年 5月 20日，故宫博物院正
式给邮票发行局发来复函：

经我院邀请各方专家认真研究，
讨论后。现将有关意见函复如下：

第一方案：
一、总体设计好。四幅图案前后

衔接，将故宫中路的各建筑物依次顺
序连成一气。

二、有较浓厚的民族风格。该方
案汲取了院藏 《康熙南巡图》《光绪大
婚图》 的传统界画方法，与现代绘画
技法很好地结合起来，气势、色彩与
故宫格调均甚为和谐。

三、很像邮票。
唯建议加上“故宫博物院建院六

十周年纪念”。对此方案我院深感满
意。以上等情，前已函复，不另赘述。

......

谨此函复
故宫博物院 （章）
1985年5月20日

198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
建院六十周年》 纪念邮票发行。1986
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
邮票荣获1985年最佳邮票奖。

1992年，中国迎来了首个面向全
球的大型综合性设计竞赛年展活动，
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平面设计专业大
展。这场名为“平面设计在中国 92
展”收到全国各地5000余件 （套） 参
赛作品，共选出 174 件 （套） 获奖作
品。在以著名艺术家张仃先生为主席
的“平面设计在中国展组织委员会”
的严格评审下，其中的一个金奖授给
了邵柏林设计的首日封。

（本文作者为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
品管理司司长）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十卷本）

内蒙古博物院藏西周“许季姜”青
铜簋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黑
石沟，其通高 25.5 厘米，口径 21.4 厘
米。

这件青铜簋通体饰直纹，器底有铭文
3行 16字，为“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
子孙永宝用”。

此青铜簋侈口方唇，兽首双耳附象鼻
形珥，方座下有缺口。铭文中，许为国
名，姜为姓。许国是春秋二十国之一，基
本活动区域在许州即今河南许昌境内。该
器反映了东胡民族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交
流。 （付裕）

“许季姜”青铜簋

““许季姜许季姜””青铜簋青铜簋 内蒙古内蒙古
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

《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及首日封

王原祁《秋林远黛图》
立轴 设色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