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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鲁威 通讯员 李婷婷 陈琼
文/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8月21日上午，奉化裘
村镇甲岙村一户村民家中飘出了庄严的国歌声，苍
老的声音来自戴着老花镜的88岁老党员裘阿叶，
稚嫩的声音来自系着红领巾的4名少先队员沈鑫
甜、沈楚涛、庄念如、徐彬睿。他们的面前，平铺着
一面刚刚绣完的五星红旗。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一名老党
员，我一直想向祖国献上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现
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裘阿叶轻轻抚摸着五星
红旗笑着说。

今年88岁的裘阿叶从5月28日起，用十字绣
法绣五星红旗。经过3个月的制作，这幅做工精致
的五星红旗终于完工。裘阿叶现场数了数，五星红
旗一共94138格，按每一格绣4针计算，一共绣了
376552针！

裘阿叶生于1932年，曾当过民兵队长、副乡
长、妇女主任，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宁波最早一批女
干部。有63年党龄的她也是目前宁波党龄较长的
老党员之一。1983年，因为工作出色，她曾被评为
奉化县优秀共产党员，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证书。

“爹娘去世得早，我们兄弟姐妹4人相依为
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的祖国在一步一
步走向富强，我感到自豪和幸福。”裘阿叶清晰地记
得，2007年她和老伴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着广
场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心里格外激动，“一辈子
都忘不了”！

身骨硬朗、儿孙孝顺、家庭和睦，裘阿叶的日子
过得“蜜蜜甜”。3年前偶然接触到十字绣，她就迷
上了，前前后后绣了五幅作品，最多的一次，用了
80种线，光看看就令人眼花缭乱。这位耄耋老人
的绣功，一下子就传开了。“以前都是绣花草或者人
物，一直想绣点特别的内容。这次能够亲手绣五星
红旗，非常有意义！”今年5月底，裘阿叶开始绣这
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绣的是国旗，爱的是国家。裘阿叶给自己“规
定”了每天的工作任务，上午绣3个小时，下午绣4
个小时。耄耋之年的裘阿叶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3个月里，没有一天停下来。

老奶奶绣国旗的事传遍了周边村庄。沈鑫甜、
沈楚涛、庄念如、徐彬睿等4位少先队员正好放暑
假，于是经常来看望裘阿叶。8月21日，在大家的见
证下，裘奶奶终于绣完了最后一针。“我年纪大了，绣
起来速度慢，所以早点开始，争取每天多绣点。”老人
扶着老花镜长舒了一口气，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没
想到能提前1个多月完工，真是太开心了。”

“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它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
命换来的，所以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
护我们的国旗。”裘阿叶认真地告诉少先队员们。
小朋友们一边轻轻抚摸五星红旗，一边听裘奶奶讲
述先辈的故事（下图）。刚绣完的五星红旗平整地
展现在大家面前，显得格外鲜艳。

3万份契约文书！最早的是明代的！
慈溪80后小伙收藏的契约样式之多全国罕见
将办“红色契约文书”展祝贺新中国70华诞

慈溪80后小伙卢炯收藏了明代以来各类契约文书原件3万多份，出自全国30多个省市，时
间跨度五六百年，涉及典当、分家产、买卖、婚书等等，样式之多，门类之全，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
见。记者了解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慈溪市档案馆9月份将把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时间
段的百余幅契约文书整理出来，做个“红色契约文书”展。

3个月，每天7个小时
一共376552针
奉化88岁老党员
绣五星红旗献礼新中国70华诞

1950年辽西省政府颁发的房产执照
正中间是毛主席头像

记者在慈溪市档案馆看到了这些契约文书
原件，纸张大小不一，时间大多处于二十世纪四
五十年代，印有大大小小的红章。

记者随机抽取了几张细看，一份是晋冀鲁豫边
区行署编印的契纸，写明东河县三区司岗村业户司
安山向司效周买地，记录了面积、钱款、税率等。契
纸上印明“民间买典田房一律照章投税领取正式契

纸以保其田房所有权业经各县遵办在案兹据”。
另一份是辽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房产执照，

正中间是毛主席头像，四周印有厂房、庄稼等图
案，颁发时间为1950年5月。

“这些契约文书反映了当时的税收政策和政
治经济环境，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慈溪市地域文
化研究专家方印华说。

几千年流传下来没有大变
类似格式内容民间仍在流行

百余幅有“红色印记”的契约文书只是卢炯
藏品中的一小部分。记者跟随卢炯去了他的家，
看到了更多更早的藏品。卢炯告诉记者，他家珍
藏的最早的契约文书是明崇祯十一年二月的一
张卖契，一个叫张文轩的人将一处山地变卖了二
两五钱。

现在的房产买卖有户型图，过去的房产地契
如何精确表达方位呢？

“这些契约中没有图示，用文字也能表达得
非常清楚，不会混乱。”方印华给记者举了个例
子，比如卖祖屋，房子以东西院墙为界，或者以

“滴水”“瓦片”为界。“下雨屋檐滴下的水，以滴水
为界，非常清楚。”方印华说，从这点看古人很有
智慧。“另外，买卖房产田地，写契约时除了买卖
双方，还会叫来见证人或者周边邻里，签字画押，

保证合同效力。”
记者粗略看了下，这种格式内容的契约文

书，在当下的民间依然沿用。类似于我们的手写
借条或者是请第三方手写的房产买卖合同等等。

“这种契约文书，早在西周就有记载，而唐宋
朝代确立下来的格式和书写内容，几千年来没发
生大变化，民间至今还在沿用。”方印华告诉记
者，卢炯的这些藏品涉及买卖契、典契、死契证照
等多个类别，且时代不同制式也不同。

“我们从这些契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传统
价值观。比如分家产，契约里将一只碗、一把凳
子都写得清清楚楚，还会写明因为某人实力不
济，所以多分他一些。”方印华说，民间契约文书
是对官方历史的一个补充。“从侧面显示了民风
民俗、商贸经济等，连接着过去与现实。”

气候湿热南方契约难保存
有价值的契约能卖上万元

“契约文书的收藏比较偶然。”出生于1981
年的卢炯主要做文创作品，但收藏契约文书已经
有20多年。

他告诉记者，他家里是做古旧家具收藏的，
幼年时常跟着父亲走街串巷收罗家具，其间有些
人家拿来了契约文书、书本画册等。刚开始只是
有些好奇，后来发现契约文书包含着许多信息，
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发现无意中收来的契约文书里有很多信
息，觉得挺有趣，就开始收集了。”卢炯说，除了契
约类外，他还收藏有晚清至民国时期大中小学的

各类教科书一万余册，抗战时期画报等一万余份。
记者了解到，契约文书属于文物古籍收藏，

主要根据年代久远程度、保存完整性以及内容重
要与否等来判定其价值。

“便宜的几百元，贵的上万元，关键还是看珍
贵程度。”卢炯说，因为南方雨水较多，契约文书
相对难保存，自己收藏的比较少，而北方气候干
燥，契约文书保存得也比较好。他的这3万份藏
品，并不打算卖掉，主要是个人爱好。

记者 王冬晓 吴震宁
通讯员 陆燕青 徐建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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