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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业证书藏着哪些“光阴的故事”？
期待有了解背景的读者与我们联系

文/图 记者 李波
晨报讯 这是一张罕见的毕

业证书，发证机关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
校。其罕见不在于发证的机关，
而是这张证书上面透露出来的信
息：不但见证了一所著名高校的
名称变迁，而且让当年的警徽有
了实物证据……

“这是我在一次收藏交流会
上买来的，当时一看，这件藏品的
品相不是很好，甚至可以说，没有
收藏的价值了，但是，我发现这上
面的信息有着极强的研究价值。”
周村的藏友刘先生表示，这张毕
业证书由于保存不善，封面存在
破损的情况，这种品相对他而言，
基本上已经不能列为藏品，但是
他仔细看了毕业证书的内页之
后，感觉这件毕业证书意义非同
一般，“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以后
的历史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实物
资料。”

记者仔细研究这件毕业证书
看到，证书皮面为大红色，最上面

有一个徽章，但不是国徽，与国徽
有点相似，嘉禾齿轮围拱着五星，
在周围有类似光芒的花饰环绕。

“这应该是警徽。”记者翻阅
相关资料之后告诉刘先生，自
1952年以后，公安部对于警用服
装及其他有关装备不断进行改
进，根据广大干部群众、国际友人
以及北京、天津、沈阳等部分城市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参照
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
验，并依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
于1953年设计了人民警察新式
服装、装备及帽徽图案。帽徽是
用廿号铜制成的直径32毫米凸
圆形状，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图案，红色珐琅旗底，金色五
角星，国旗图案外边是金色的齿

轮麦穗及光芒。直到1972年1
月，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改革
人民警察服装的通知》，帽徽也从
国旗图案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图案。

记者翻开证书，里面有“提高
警惕 保卫祖国”的语录，再翻过
一页，左边贴着持证人王云水的
照片，上面写着“证书第30124

号”，上面盖有学校的钢印。
难得的是，证书上面有很详

细的内容，说明王云水是淄博市
人，1957年毕业时已经36岁，从
1956年9月到1957年7月毕业，他
一共在该所学校学习了将近1年
的时间。王云水学的是消防专
业，而且还学习了一门哲学常识
的课程。根据毕业证上的年龄推
算，持证人王云水先生，现在应该
99岁了。

王云水毕业的公安部第一人
民警察干部学校前身是创建于
1948年5月的东北公安技术训练
大队。1956年，这个训练大队更
名为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
校，就是如今的中国刑事警察学
院。而王云水是更名为公安部第
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之后的第一
批学员，见证历史，非常有意义。
本报也期待有了解王云水背景的
读者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继
续为大家揭秘这张毕业证书背后
的故事。

文/图 记者 李波
晨报讯 “这张支票是我

无意中得到的。当时，我一看
上面写着张店和博山，就觉得
这张支票非同小可，是我们淄
博当地经济往来的一个极佳
资料。”5月22日，张店区的赵
先生告诉记者，他希望了解这
张支票的专家，能讲一些关于
这张支票的知识。

记者咨询了一位票据收
藏的行家，对方表示，鲁兴银
行来到淄博非常早。当时，该
银行由济南商会会长苗兰亭
等人筹资成立，是一家私营银

行。“那个时候，银行全靠信
用，个人的诚信就能为银行来
做担保。”这家银行1940年上
半年在烟台（朝阳街）、潍县
（东关大街）、济宁（申家口）、
徐州（公明街）设立分行，同时
来到淄博，在周村和博山分别
设立了办事处。1943年后，该
银行又在张店设立办事处。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除烟台分
行由解放区民主政府接收外，
总行、潍县分行，张店、周村及
济南城内办事处均由山东省
银行接收，后又连同其余机构
统一由中央银行济南分行

清理。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在支

票上有张店的印刷体，上面还
盖着博山的红色印章，说明这
是1943年设立张店办事处之
后的一张支票，可以以此来推
算支票的大致年代。“也就是
说，这张支票存在的时间，可
能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

“这张支票上面的花饰特
别精美，鲁兴银行几个字也非
常讲究细致，可见当年的防伪
技术已经很先进。”赵先生表
示，这张支票透露出很多信
息，值得认真研究和保护。

精美的淄博窑
茶叶末鱼盘

文/图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丁志伟

晨报讯 三条鱼儿在波涛翻
滚的水面上游弋，精美的水波细致
入微，鱼身线条流畅，跃然盘中。
在茶叶末色映衬下，有了几分神秘
和高贵……

“这应该是淄博窑最早的茶叶
末釉鱼盘，该盘芒口最外圈呈祥云
纹样的几何纹式，内圈施蕉叶纹，
盘心模印三条鱼纹及海水纹样，通
体施茶叶末釉。纹饰寓意‘年年有
余’，体现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5月22日，这个鱼盘的主人告
诉记者，这个盘应该是金代时期民
间器物的一件精品，是淄博地区最
早施用茶叶末釉的鱼纹盘，值得收
藏研究。

茶叶末釉是淄博窑的一大特
色，这个盘直径20厘米，除了精美
的茶叶末釉，另一引人注意的特色
是该盘为芒口。所谓芒口，指的是
一种瓷器的烧法，业内称之为“覆

烧法”。覆烧法是宋朝瓷器的装烧
方法之一，也就是将器皿反过来
烧。覆烧法有一个缺陷：需要把口
沿附近一圈的釉料提前刮掉，烧制
出的瓷器口部没有釉彩，会露出瓷
器本身的胎骨，因此也被称为“芒
口”。由于芒口瓷的边缘处没有
釉，需要用金、银、铜等金属包住口
沿，这样就可以在使用时避其芒
刺，并使得瓷器更为富丽华贵。

鱼盘主人告诉记者，茶叶末釉
以其外形颇似茶叶细末而得名，是
我国古代铁结晶釉中重要的品种
之一。茶叶末釉始烧于唐代，当时
的耀州窑曾大量烧制，唐宋时期，
山西浑源窑和北方地区一些烧黑
釉的窑场也有烧造，现在已经成为
名贵的色釉品种。茶叶末釉的烧
成难度较大，低温阶段用氧化气氛
烧制，到980℃左右以后，若转为
还原气氛烧制，则发墨绿色晶点，
俗称“蟹甲青”。若继续氧化烧成
则发黄色晶点，俗称“鳝鱼黄”。

文/图 记者 李波
晨报讯 “1980年开始，中国人

民银行发行了第三套人民币的硬辅
币，其中的贰角硬币是迄今为止我
国发行的唯一一种贰角面值的硬
币。1980年贰角硬币发行时间较
短，发行量少，再加上独一无二的属
性，促使该硬币具有一定的收藏价
值。”5月23日，桓台的藏友刘先生告
诉记者。

刘先生表示，1980年贰角硬币
的材质为铜锌合金，与现在流通的
伍角硬币颜色差不多，正面有“贰
角”字样和麦穗齿轮图案，其中的

“贰”字和今天的写法不同，“贰”字
的两横是放在“弋”字的左上方。

据了解，1980年的贰角硬币没
有生产精制套装币，只生产了少量
普制套装，市场价已经达到几百块
钱，具体的价格也要根据品相来定。

有意思的是，1980年版的贰角
硬币“贰”字的两横是放在“弋”的上
面，但中国人民银行至今没有宣布
为错版，该币在2001年7月1日正式
停止流通，进入收藏市场，这也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唯一一套贰角的硬
币，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贰角的硬币
不再发行，所以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和收藏价值。

藏品欣赏

毕业证书封皮。 毕业证书内页。

支票的防伪技术已经很先进。

1980年的贰角硬币

这件茶叶末鱼
盘纹饰十分精美。

旧支票见证张店博山经济往来

1980年贰角硬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