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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对于坐落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的“小灰楼”来说，

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64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宣告成

立，标志着新中国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货币信用体系正式确

立，第一套人民币也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历史上“小灰楼”曾几度被改

造被出租，而今经过多方面努力，小灰楼以其精心修复后的崭新风貌，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向世人展示着中国人

民银行成立之初的光辉形象。

这一时刻的到来，凝聚着许多人不懈的努力和辛劳的工作。在倡

议和实施收回旧址的工作中，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和河北省钱

币学会针对实际情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制定了具体的策略和措

施；在旧址的修复及博物馆的建立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高度重视，并

见证历史，传承记忆
      　——记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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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来专款用于修缮；河北省委、省政府、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单位大

力支持，多方协助，才使得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得以完美的保存，承载如今的

历史使命。它像一位历经风雨的老人，用浑厚低沉的声音，给我们讲述着中

国人民银行刚刚成立时的那些人，那些事……

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部分，一股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时光

一下子定格在楼内前厅安放的大型铜质台历上，1947年7月，在华北财经办

事处主任董必武的提议下，经中央同意，开始组建人民政权的中央银行，并

准备在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发行统一货币。后经中央批准，决定定

名为“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1月初，董必武提出，要在新中国成立前，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解放区统一货币，于是将原定在1949年1月1日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同时首次发行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后来简称人民币），原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总经

理。第一套人民币上的行名出自于当时华北区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之手。1948

年12月1日，正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神圣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发

行了面额分为12种，版别分为62种的第一套人民币，统一了各革命根据地货

币，并为以后第二三四五套人民币的发行奠定了基础。

楼梯转弯处的墙壁上，是以第一至第五套人民币主图主景绘制的大型

铜雕壁画，生动简明地展现了人民币的发展史，表现了我国人民币设计理念

和设计要素的传承和变迁。

一楼西侧尽头是当年的发行科。发行科的办公室宽敞明亮，伫立在西

北角的大柜台隔出的封闭空间，是当年工作人员紧张劳动的地方。柜台里安

放着一个木质多格文件柜，大的格子里堆积着账簿，小的格子里插放着票

证，文件繁多却井然有序，高效踏实的工作作风略见一斑。64年前的12月1

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货币发行科科长石雷与同事们将首批人民币

从“小灰楼”库房取出，部分交给前来取款的平山县银行行长，部分送往当

时位于石家庄南大街的石家庄分行。

发行科外面是一面钱币墙。一百多种国内外硬币拼成的墙面熠熠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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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发扬光荣传统，传播货币文化”道出了这面墙所担负

的历史重任。

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的二楼，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总经理

（后改称行长）的南汉宸办公室展馆。这个展馆收藏了南汉

宸家人捐献的南汉宸衣物、书籍、书信等珍贵文物，其格局

也按照当年的情景进行了原貌恢复。正对着门的墙壁上，是

南汉宸行长生平及大事件的图文介绍。

1948年，南汉宸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中国人民银行提

前一个月成立的情况下，不仅担负着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建

立各地金融机构，形成金融体系，统一全国货币的重任，而

且要对当时千疮百孔的金融秩序加以整顿，树立起民众对中

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信心。提出实行现金管理，使银行的

存款成倍增加。为了打击投机，南汉宸决定大量吸收社会游

资，办理折实存款。同时决定全国每县设立支行，以便代理

财政金库。这些举措表现了南汉宸的非凡气魄。通过艰苦

创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被金融界誉为“无产阶级银行

南汉宸，男，生于1895年12月14

日，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韩家庄人。

原名南汝箕，化名王剑秋、于基等。曾

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陕甘宁

边区财政厅厅长、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

任。194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

处主任。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1967年1月27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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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

南汉宸坚定不移地高举统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长期稳定并发展中国银行和交通银

行，成功建立了金融统一战线。此外，他还注重金融研究，专门聘请专家，培养老中青金融人才。这

些，都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感念着南汉宸先生的丰功伟绩，再次细细端看眼前先生的遗物，还有他当年办公的地方，心中涌

动的是浓浓的感动和深深的激励。“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就是先生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这个纪念馆传承这笔财富给每一位参观者的终极意义。

南汉宸办公室的旁边，紧邻着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副经理胡景沄和关学文的办公室。一样的陈设简

朴，一样的窗明几净，木质的办公桌椅文件柜静静伫立，似乎等待曾经的主人再一次来使用。电话沉

寂着不肯发出一点声音，台灯掩起了白炽的灯光陷入追思，那座古朴的钟也不再滴滴答答地行走，任

脚步停留在过去的时光……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的静默安好，让我们有机会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们面对面地对视，细看他们依稀却是微笑的面容，聆听他们细微却是有力的教

诲，然后，深深地鞠躬，再转身，坚定地坚强地走下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旧址纪念馆进行这场红色的洗礼，中国人

民银行旧址纪念馆一定能和革命圣地西柏坡一起，成为河北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秉承革命传

统、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金融工作者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精神，为弘扬、创新和

发展金融文化，推进社会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魏占辰　刘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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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承德市约20公里处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一座乳黄色，现代、

庄重、典雅的建筑群落赫然而立。它依山傍水，背倚鸡冠山，南临滦

河，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新近建成的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主要以介绍、展示原热河地区地质资源、地貌景观、

地方文化为依托，故名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

莽莽燕山，见证沧海变幻；紫塞热河，彰显物华天宝。

原热河地区地处坝上高原和山前盆地两大地貌单元，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地质构造特征造就了重要地质时期的“燕山运动”，促生了北方独

具的“丹霞地貌”和“喀斯特地貌”，形成了丰富而种类齐全的矿产资

源，遗存有典型的鸟、鱼、昆虫、恐龙等类化石。在这里，数十亿年地

质变迁的印记清晰可见，五千年红山文化的余韵悠长，三百年山庄文化

的余音宛然。这一切构成了一部灿烂多姿的地质演化史和文化发展史。

地质展示奇葩　地质教育基地
　　　　　　　　　　　　——记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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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不仅

是对原热河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的

挖掘、利用和传承，也是提升城市品

位、塑造城市品牌、建设国际旅游城

市的客观需要，是打造“魅力承德”

旅游胜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11月，承德市人民政府正

式批准筹建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该

馆总规划用地面积63676平方米，共由

11栋单体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20260

平方米。该工程于2008年11月立项，

2009年5月动工兴建，于2012年6月竣

工验收投入试运营，预算总投资约1.5

亿元。

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位于承德著

名的鸡冠山景区南侧，整体规划设计

为园林式风格，馆园结合布局，馆内

有园，园内有馆。主体展馆、配套设

施、园区建设与周边景观和谐自然，

集展览展示、科普科研、宣传教育、

学术交流、休闲旅游于一体。突出体

现四大功能：地质科普教育基地、学

术文化交流中心、承德新的旅游景

点、宣传承德的窗口。

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建筑风格为

新中式，大气而庄重，现代而古朴。

既有现代文明的气息，又有清朝古建

的意蕴；既有国立博物馆的厚重，又

有塞外山城独特的风情。主展馆馆内

设置有序厅、中央展厅、地球、生物

演化、地质与地质环境、矿产资源、

宝玉石、地质景观、土地、测绘等十

余个展厅，展陈面积3000余平方米，

展出近千件岩石、矿石、古生物化

石、宝玉石等珍贵标本或实物。

徜徉在地质博物馆中，仿佛走进

了时光隧道，你可以亲眼看到距今约

地质展示奇葩　地质教育基地
　　　　　　　　　　　　——记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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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亿年，长相奇异的古生代海生无脊椎动物化石鸮头贝和菊

石，可以亲眼目睹品类丰富的古生代巨型化石，其中幻龙、

鱼龙，生动异常；那貌似荷叶始见于石炭纪的海生棘皮动物

海百合，仪态万方，令人称奇。在白垩纪公园里，有巨大的

恐龙化石骨架、恐龙蛋化石、翼龙、双庙龙、步氏克氏龙、

硅化木，令人目不暇接。

展示生物进化历程的生命进化树，分为动物和植物两

支，生动直观地展示了生物的生命从单一到多样，从低级到

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

在生物演化厅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球生命各大门类生物演

化的主线，展览结合中国著名化石产区，特别是原热河地区

典型地层中的化石标本，展示了生物演化的规律。

在热河恐龙化石展区，有禽龙、翼龙、鹦鹉嘴龙、小

盗龙、弛龙等化石标本。其中两个正在交欢的鹦鹉嘴龙被突

发的火山爆发或洪灾瞬间吞没、掩埋，经历长时期的石化，

永远定格沉浸在相爱的幸福状态之中，它被称为“永恒的

爱”，这一化石弥足珍贵。

热河鱼类化石展区，有多种不同形态的鱼类化石，如中

华鲟鱼、长背鳍燕鲟、狼鳍鱼等。

在热河植物化石展区，有芦木、苏铁、蕨类等植物化

石，植物纹理清晰，蔚为大观。

在热河鸟类化石展区，展出有：华美金凤鸟、丰宁原羽

鸟、孔子鸟、热河鸟化石等，纤毫毕现，令人叫绝。

在热河兽类展区展出的中生代兽类化石，件件都堪称精

品，无论张和兽、中国俊兽、始祖兽、中国袋兽，还是热河

兽、爬兽等，都是原始哺乳动物的重要代表。

在地质景观厅，可以读到浓缩承德地区地质景观精华的

展览，回望承德地貌的海山变迁，感受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

上的沧桑故事。

在矿产资源展厅，可以看到承德矿产资源如金、银、

铂、钯、铜、铅、锌、钼、铁、钒、钛、锰等的矿石标本。

可以欣赏到国内典型精美矿物晶体标本，那无色透明、高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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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石膏单晶体及石膏晶簇、粉红色的萤石晶簇、

片状方解石、大型水晶晶体、大型黑色冰洲石等，

无不给人以震撼的感觉。

在各展厅，还采用了现代多媒体科技手段，宣

传地球科学知识，重溯热河及承德地质演化历史，

突出展示热河生物群、承德地质矿产与地质景观。

除主展馆外还建有学术交流中心、临展馆、后

勤配套用房、专家学者食宿用房等多组建筑。

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外的园区，以“地质文化

博览园”为名。

位于博物馆前的盘古广场中有巨石如磐排列，

刻以地质年代序列，徜徉其间可一览地质演化历

程。

西区，以地质年代发展为主线，从老到新：太

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景观小

品组成地质文化科普长廊，以奇石、动物雕塑、化

石雕刻等手法立体复原远古风貌，漫步其中可领略

地质历史长河之精华。

东区，房院错落，湖面如镜，岸柳依依，休

憩于此，胜似闲庭信步。湖心岛上石亭、石砚、石

章、石桌俏姿伫立，登临于此陡生挥毫泼墨之意。

园后山坳，硅化木如林，仿真恐龙昂首鸣叫，

恍然穿越时空置身侏罗纪。犹如在山水旖旎的鸡冠

山创造一个融于自然之中的地质文化大观园，奉献

给游客一部立体的画卷、形象的史诗！

承德热河地质博物馆，一朵塞外名城魅力独具

的地质展示奇葩，一座引人入胜、难以忘怀的地质

科普教育乐园！（王文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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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魏征

魏征，字玄成，生于公元580年，卒于公元643年，享年63岁。唐太

宗时期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魏征以“犯颜直谏”闻名于

世，辅佐李世民17年，成就了著名的贞观盛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

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后人誉为“一代名相”“千秋金鉴”。 

魏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受到百姓苍生、历代官员

和家乡人民的敬仰和爱戴。为弘扬魏征廉政文化，打造勤政廉政品牌，

2008年10月，在中共晋州市委、晋州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下，时任晋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的孟慧贤自告奋勇组织并动员赵魏

乡、村两级和社会各界捐款捐物700余万元，在《晋县志》记载的魏征儿

时旧宅原址上重建了魏征故居。2009年12月10日，举行了揭牌仪式，并

正式对外开放。

“魏征故居”位于晋州市城区西南2.5公里处，景区面积达260余

亩，主要由四合院、后花园、相碾、魏征铜像、魏宅老井、玄成湖、飞

河北省廉政教育示范基地——魏征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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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石、君臣一体树、魏征文化箴言碑苑、伏地

苑、名相茶楼等景点组成。既是教育基地，又

是廉政工程。

魏征故居恢复重建，填补了晋州市魏征研

究和人文景观的一项空白，实现了晋州53万人

民的梦想与期盼。同时，也标志着晋州市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征青铜像

魏征青铜像，净高3.6米，重约数百公斤，

手持卷书，脸色凝重，站在玄成湖畔，目光深

邃，远眺前方。凸显出魏征忠于职守、清正廉

明、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名臣风采。

民俗馆

东展室（民俗馆），是从魏征的家乡下曲

阳周边地区收集整理了像手工织布机、辘轳、

扁担、驴鞍子、驴托筐等数十件农业、手工业

用具和生活用具，这些收藏品在华北地区民间

现存量极少，十分珍贵，每件物品都标有名称

和用途，这些藏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

的民族特色。

故居正堂

“钜鹿堂”乃魏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堂号”。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

一千多年前，下曲阳的魏氏家族，就被称为“钜鹿堂”。

故居正堂东卧室，展有“魏征生平”。魏征八岁随他的父亲魏长贤辞官回到了祖籍下曲阳表业村

（也就是这里），他在这里生活居住了25年，33岁出家做过五年道士，38岁参加农民起义，47岁遇到

一代明君李世民，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也成就了自己一代名相、千秋金鉴的美誉。

《晋县志》，明弘治、清康熙、咸丰以及1925年与1926年多次重修、补修，共6册。对魏征的族

谱、历史功绩有详细记载。

晋州历史悠久，降神毓秀，人文荟萃，建县史距今已有2300多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千年古

县”。 

正堂西展室有《晋县志》所载的“晋州名宦乡贤祠记”原文，文中十分明确地把魏征列为晋州的

十四乡贤之首。

正堂东展室东西两边墙上的几幅画展现的是魏征犯颜直谏的故事。

民俗馆

钜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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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后院

故居后院是静谧秀丽的后花园，徜徉在绿

树掩映的小院中，仿佛是来到了远离闹市喧嚣

的世外桃源。相碾，顾名思义就是相府里用的

碾，此碾比民间常用的碾体积要大一些，碾盘

的直径在2.5米左右，还有一种碾，比相碾还要

大，那就是御碾了，皇家专用的碾子。可见在

古代，石碾的等级划分是很明确的。这个碾盘

是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

史了，应当是魏征的后人用过的碾子。

书法名家碑苑

坐西朝东，唐式结构，U字形状，风格优

雅，独特别致。

北、西、南三面墙上镶嵌有39块0.60米

×0.90米草白玉碑块，加上匾额、楹联以及矗

立在碑苑正前方的巨型卧式石碑，总共留下了

43位书法名家的墨宝。

魏家老井

亭子下面就是传说中的“魏家老井”。据

相碾 碑林

史料记载，这口老井是魏征随父亲回老家后挖

掘的，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的历史，被称之为

“魏家老井”，又称“神水”井，一代名相魏

征就是喝此井水长大。

玄成湖

玄成湖，位于故居广场正前方，占地9.99

亩，取长久之意。“玄成”是魏征的字，用魏

征的字来命名此湖。

魏征曾劝谏唐太宗：“君，舟也。民，水

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所宜深

慎。”

纵论贞观之治石雕

贞观之治得以实现，“君臣同心”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君臣纵论贞观之治把李世民的虚

怀若谷，魏征的忠言进谏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太宗李世民，唐代的第二位皇帝，贞观之治

的开创者；魏征，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的杰出代

表，初唐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该石雕表现

的是正在发表利国安民、治国之道的名相魏

征，捻着胡须认真倾听的李世民和准备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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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名相茶楼

“观山观水观日月，品茶品廉品人生”。我们眼前的这座端庄典雅

的建筑就是名相茶楼，它位于整个故居建筑群的东南一隅。名相茶楼，

将茶文化、廉政文化、魏征文化和谐统一，相得益彰。

老槐树与警钟长鸣

是魏征故居建设中的最后一个景点，主要是为配合教育，突出廉政

主题而加上去的。此警钟，高1.35米，直径0.83米，重约800公斤。意

在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告诫世人为官当清正廉洁、远离腐败。 

将军林

位于魏征故居入口处路东，由将军石、将军树和微地形草坪三部分

组成。

将军石：为一大型景观石块，上书“将军林”三个大字，由原中央

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写。

魏征故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寄托了晋州人民对一代名相

的敬仰之情，魏征一生清正廉洁的风范光照世人。正如孟慧贤诗赞的那

样：百姓苍生心中的青天，清官廉吏效法的典范，家乡人民永远的骄

傲，光照千秋长明的金鉴，一代名相，万古流芳！（张君旺）

迟浩田书法

君臣论道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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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1662—1723年在位）、雍正（1723—1736年在位）和乾

隆（1736—1796年在位）三朝是自唐朝之后又一个繁荣时期，被后世称

作“康乾盛世”。这期间大量瓷器出口欧洲，清代外销瓷是当时世界上

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相交融的产物，其出口

数量之巨，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外国产品都无法

比拟的，被当时西方宫廷贵族、上流社会竞相收藏，视若珍宝。

外销瓷器成为中国人文精神和文化向欧洲传播的媒介和载体。其

中，清代青花斗鸡纹盘，因其独特的造型，浓郁的民间气息，丰富的

传统文化而在外销瓷中独领风骚。2006年8月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

斯塔夫作为国礼赠给广州市的一件哥德堡出水的乾隆青花斗鸡纹盘在

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州市民争相来到广州博物馆一睹青花斗鸡纹

盘的风采。

清代青花斗鸡纹盘
寻宝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持  宝  人：金利华

出场专家：河北省文物局副研究员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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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利华先生有幸得到了一件

清代青花斗鸡盘，可谓广州市博物馆清

代青花斗鸡纹盘的姊妹盘。这件清代青

花斗鸡纹盘直径27.6厘米，足径14.5厘

米，高3.6厘米。盘的外沿是清代瓷器

所常见的花草纹饰，盘的正中央是一对

蓄势待发的斗鸡图案。斗鸡是以善打善

斗而著称的珍禽，两只栩栩如生的雄鸡

张开翅膀，伸长了脑袋，精神抖擞，随

时应战，场面紧张，一触即发，极富刺

激性和观赏性。该盘的胎体较薄、板沿

口、浅腹、浅圈足、边沿镶金和绘画风

格均带有清康、乾时期的特点，为康、

乾年间的产品，完整无损，青花发色明

艳，图案绘两只相互对峙的公鸡，生动

活泼，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些纹饰

是极有史学价值的。

这件清代青花斗鸡纹盘上所描绘的

斗鸡活动，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游戏。

在古代，热衷于斗鸡的人多见于贵族、

高官和权势之家，汉武帝也经常观看斗

鸡，这种斗鸡活动存在于宫廷，成为当

时的奢华和享乐。以斗鸡图为标志的东

方民族生活格调，尽显自然界中勇猛者

的奔放与激情。收藏品历来讲究物以稀

为贵，青花斗鸡纹盘在民间收藏品市场

很难觅到，大都沉淀在有经济实力的人

手中，即使有人出价十万，藏家有时候

也是惜售，偶尔见于大拍卖公司，价格

被藏家追的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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