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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
红妆。”唐代诗人张萧远在《观灯》描述
了古代节日观灯的盛况。地处塞外张
家口蔚县的暖泉古镇被誉为“中国十
大最具年味儿的地方”之一，年节中的
古镇，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造型各异颇
具北方特色的古典式铁艺宫灯，给古
老的城镇增添了更多的喜庆氛围。

行走在冬日的暖泉，艳阳高照，大
街上处处彩灯高挂，丝毫没有古诗描
述中塞外苍凉悲壮的感觉。大街小
巷，游人如织。店铺的老板忙活着手
里的活计，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特
产。一众店铺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
一家名为“手工编织灯笼”的店铺，步
入其间，只见屋顶上吊的是大型宫灯，
柜中摆的是各色挂灯，桌上放的是微
型工艺灯，一组组色彩艳丽的铁艺灯
笼，构思巧妙造型别致，置身其中，仿
佛来到“灯笼世界”。店铺老板是做灯
近三十年的老梁师傅，他热情地为顾
客介绍着他的手作铁艺灯，这些灯笼

看似简单，但制作过程极其复杂，小到
绕铁丝、配颜色，大到搭骨架，都需要
纯手工制作，其中融入了很多民俗特
色，蕴含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梁师傅制作的铁艺宫灯，灯笼骨
架用黑色的细铁丝编出网状花式图
案，红色的纱布从内侧贴进去，使精
美纹饰的骨架露在外面，古朴典雅而
又不失现代气息。“一个20厘米左右
的小灯笼，也得一个老师傅做上一
天，大的用时一周或者十几天也是常
事。”梁师傅指着手里正在编的一个
灯笼框架说，别看它看着很简单，但
实际上制作过程很复杂，需经过选
料、拉直、设计、拧花、装配、制托、盘
梁、裱布等8道主要工序，更重要的
是，纯手工制作会耗费大量时间和心
血。“在这些工序当中，拧花是最关键
的环节。”开始下料是第一步，铁丝得
裁得一般长，先用粗点儿的铁丝拧几
个圈，这些圈相当于灯笼的骨架，再
用细丝依圈起头，拿钳子将铁丝互相

交织拧出花样，就是灯笼的骨骼，每个花
样都是一点儿点儿拧出来的，“灯笼的图
样，都在脑子里”。一根根细细的铁丝，在
梁师傅手中经过千转百折，编制成造型各
异、精致典雅的灯笼框架。然后是上漆糊
布，这是妇女们的拿手好戏，布从里面糊，
还要糊结实，布与铁丝的接触面很小，需
要用针锥从外精确顶住，与伸进灯笼中的
手配合，把红布粘实粘牢并保持平整，这
很考验手工艺人的耐心与细致。最后经
过装配、制托、盘梁等工序，一盏灯笼才算
大功告成。

层层把关，步步尽心，一道道工序细
心雕琢，一个个环节巧手编制，大红喜庆
的立式宫灯、小巧玲珑的瓜型灯笼、色彩
斑斓的圆桶灯笼……清新古朴、流光溢彩
的各式灯笼跃然眼前。回忆起这些年制
作灯笼的变化，梁师傅说，为了延长灯笼
的使用寿命增加灯笼的实用价值，铁丝仿
古灯笼也在不断改进创新，他们把原来灯
笼面所用的普通布料逐步改为麻布和现
代气息浓厚的仿羊皮材质，并将绘画、剪
纸、编织、刺绣等艺术元素融入铁艺灯笼
的制作中，基本造型也拓展为坛形、桶形、
方形、六角形、球形五大类别，在此基础上
开发出宫灯、葫芦灯、异形灯等60多个规
格100多个品种，铁艺仿古灯在他们的手
中演绎出新的乐章。

灯笼点亮了古镇的夜空，也给游客们
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蔚县暖泉镇的铁
艺灯笼，以其独特的工艺和熠熠生辉的光
芒，点亮了红火的中国年。

最近哈尔滨很火，乃至于整个东北都火起来了。什么
“小土豆”“大玉米”“小辣椒”“小草莓”“黄柑橘”“西红柿”等，
连蔬菜水果的名称和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有学生再三邀请，
趁着东北的火热，何不也趁机“入火”，为此时热闹非凡的大
东北也增添一两点火星？去还是不去，此时此刻成为一个值
得考虑的问题：一想到东北的寒冷，就心存畏惧，不免打起退
堂鼓；但一想到东北的热情，又怦然心动，这是冰雪的诱惑。
想起海明威曾经说过，大意如此：天冷时去南方，天热时去北
方，这是人人都能做到，也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天热时去
南方，天寒时去北方才是一般人不想做、不愿做，也不易做到
的。天热时去最热的地方，天寒时去最冷的地方，感受大自
然最真实的状态，挑战人类、至少自我的极限，这才是最有价
值和意义的事情。在海明威看来，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如此
想来，那就去哈尔滨及东北雪乡尝试一次吧。
2024年 1月16日，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乘坐飞机抵达

哈尔滨，有学生来接机。学生准备好了军大衣、雪地鞋、帽
子手套之类，这些都是冰天雪地里必备的装备。极寒天气
里必须预防冻伤，耳朵、鼻尖、手指、脚趾必须重点保护起
来。穿戴完毕，当天下午游览冰雪大世界，随后几天游历了
冰雪太阳岛、中央大街、圣·索菲亚大教堂，俄罗斯风情小
镇、中国雪乡，以及牡丹江城市风光。驱车穿行于祖国的边
境城市，看到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大
世界果然人山人海，索菲亚教堂斑驳庄严，中央大街俄式风

情浓郁，雪乡仿佛大自然恩赐的冰雪童话王国，牡丹江小城不
大但亦风景如画。然而，让我感受最为独特深刻的还是横道
河子镇。
1月18日傍晚，我们驱车来到横道河子镇。小镇位于黑龙

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内，是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咽喉要道，2007
年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小镇始建于1897年，因中东铁
路而闻名。此时的小镇完全被大雪覆盖着，路上是厚厚的积
雪。鞋子踩在雪地上嘎吱作响。夕阳西下，小镇被夕阳的余晖
笼罩着。这一景象让人仿佛顿时进入卡夫卡《城堡》里所描绘
的世界：“K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
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
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
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K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
洞的天宇。”因为我们抵达小镇时天并未黑，小镇的风貌依然尽在
眼前。这情景更像第二天清晨K所看到的：“他在明澈的空气中
看清了城堡的轮廓，且由于那层山上处处皆是的薄薄的积雪把任
何物体的形状都勾勒出来，形状益发明晰可辨了。”小镇里没有城
堡，但是有一座教堂，它高高地耸立在山坡上，明晰可辨。
这就是横道河子东正教圣母进堂教堂。该教堂建于1905

年，其规模仅次于哈尔滨圣·尼古拉大教堂。这是我国现存的
唯一一处木制东正教堂原址。顺着高高的台阶拾级而上，眼前
就是耸立的教堂。教堂背后是白雪覆盖着的山峦，山上的林木
依稀可辨，树枝上已没有积雪。该教堂曾一度热闹非凡，这里

能够容纳500名信徒进行宗教活动，如今这里成为中东铁路博
物馆，大厅里恢复了教堂早年的模样，供游人参观。横道河子镇
名来源于横道河子河名，河上有4座桥，其中两座修建于上个世
纪70年代。站在桥上遥望教堂的感觉，似乎就有K站在木桥上
遥望城堡的感觉。
站在教堂门口的山坡上可以俯瞰整个小镇。镇内有256栋

1901年至1905年建成的俄式建筑。整个小镇白雪皑皑，俄式建
筑鳞次栉比。这里有黄色的小房子、蓝色的教堂、绿色的火车头，
白色的基底上五彩缤纷，眼前的世界分明就是一个梦幻中的童话
世界。太阳眼看就要落山，我抓紧时间在教堂山坡上拍照。气温
骤然下降，一阵寒风袭来，脸上顿时有刺痛的感觉，手脚也感到有
些麻木，赶紧戴上帽子手套，捂紧全身，方慢慢暖和起来。
从教堂山坡上下来，走进街道，道路被积雪深深覆盖着，道

路两边更是堆着高高的积雪，有的接近窗户，有的则几乎抵达屋
顶。小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一两只狗在跑动。这大概也
是《城堡》主人公K在附属于城堡的村子里穿行的感觉：“K此时
在村里踏雪前进，并不比昨天在大路上省力。这里的积雪一直
堆到与那些简陋小屋的窗户齐高，稍往上一点，低矮的屋顶上也
沉甸甸地堆满了雪，而山上的那些建筑物，却都那么自由自在、
轻松愉快地挺立着，至少从这里看上去的印象是如此吧。”如果
想体验《城堡》里主人公踏雪前行的感觉，建议在冬日来横道河
子镇一游。
K目光坚定，他看准城堡朝前走去。“走着走着他发现，这条

同时是村子主要街道的大路并不是通到城堡所在的山上去的，
它只通到城堡近处，虽然眼看快到山脚下了，却像故意作弄人似
的在那里拐了弯，然后，尽管沿它走下去并不会离城堡越来越
远，却怎么也无法再接近它一步。”通往城堡的路被大雪覆盖着，
且绕来绕去，K累得满身大汗，再也走不动了。K永远也无法抵
达他的目的地。然而，我们在横道河子镇却没有这样的尴尬和
无奈。今日世界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世界。今日中国毕竟也不是
卡夫卡笔下描绘的欧洲。这里交通发达，301国道和滨绥铁路
穿越全境，距哈尔滨市253公里，距牡丹江市45公里，距绥芬河
口岸210公里，距海林市33公里，距牡丹江机场54公里，无论是
自驾，还是乘坐高铁或者飞机，都非常方便快捷。离开小镇，我
们原本准备驱车去不远处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繁育中心——
东北虎林园的，但夜色朦胧，老虎进洞休息了，我们也只好驾车
奔赴牡丹江市了。

大雪覆盖的横道河子镇

曾艳兵

铁艺宫灯 春灯万盏闹新春
白 英

一些作家成名之后，很少回首幼稚的学生作文时代，但不可
否认的是，很多作家热爱写作的原因，可能就是某次作文课上他
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当场诵读，由此获得了成就感，并找到了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相声泰斗马三立，也是在学校里偶然
的一次表演中获得了信心，才坚定走上了艺术之路。
一个写作者文字频频发表，有人喜欢、受到好评、获奖，这

些都是他持续写下去的理由。当然也包括获取稿酬，但收益确
实不是最重要的。很多小刊物不给稿费，不少作者也愿意写，
他们更在意的是作品能有反响和共鸣。有的作者有其他收益
渠道，宁可把挣钱的事先放在一边也要写作，作者更看重的还
是被认可，获得感才是写作最大的动力。
而一个人拿起笔来讲述自己的心事、感受以及对世界的看

法，原动力可能还不是获得肯定和声明，一定另有原因，因为他
只有写出了文章之后才会让别人看到。最初可能还是热爱，是
热爱写作吗？不是，热爱的应该是生命。写作只是艺术表达或
者生命表达的方式之一，有人选择歌唱，有人选择绘画，哪怕是

为爱人做早餐、洗衣服，这都是表
达方式。白天鹅歌尽而亡，写作人
也可能一写就是一生。

为什么要表达，把爱留在心里不
可以吗？写作这种表达，更多的不过
就是抵御对时间流逝的恐惧，记录下
时代和自己，求得内心的安宁。

写日记和写信，也是写作的重
要内容。写日记是自己跟自己说
话，写信是自己跟自己喜欢的人说
话，而写作，是自己跟这个世界说
话。所谓热爱，是对某个人的，也
可能是对全世界的。

很少有人想把自己的日记公开
发表，不想自己的生活和隐私被别人
知道。写的信，不管是写给伴侣还是
写给母亲，表达的都是对一个或者几
个特定的人的思念和爱。纯粹文学意
义的写作，是给整个世界看的，可以把
纯文学比喻成公开的日记，是无处寄
出，因而寄情山水，寄给全世界的信。

在一定意义上说，写作实际上
是一种纠缠。所谓不吐不快，必须
要把情绪和爱表达出来。心情烦

闷的人写日记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进行写作这个心理建设，他
可能会觉得长夜漫长得过不去，写好了以后心情得到改善，长
年累月写日记形成习惯，如果不写就像早上不洗脸就出不了门
一样。对于写信来说，要寄出的才是信，但有的信偏偏最后没
有寄出，写信时就像犯了烟瘾一样必须完成，一旦写完也可能
觉得没有寄出的意义了，因为心情已经平复了，看来更重要的
是抒发本身。
对比日记和书信，可以拿去公开发表的纯文学作品，无疑兼具

表达和渴望受到关注两种功能，就像孩子受委屈时的啼哭，我思我
在，我写我在。哭出来是为了表达热爱，也可能是“求抱抱”，无非
爱的同时也希望被爱。
写作者总是有着和常人不一样的发现能力，写作者能持续

地把生命发现结合细腻的情愫表达出来。写作者或多或少都
曾经有过“名垂青史”的理想，想让自己的作品能流传后世，就
像俗话说的“有儿不死，有文不朽”和更高境界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写作者的高远理想赋予了写作更高的意义，但
写作者也都知道，写作首先是个体行为，起初和别人关系不
大。文章是不是能更有价值，首先得写出来才能知道，还要接
受历史的检验。能不能留下来写作者自己不知道，在自己身后
留下来，也和自己无关了。
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写作不仅可以平复心态，也可以抵

御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和焦虑，写着写着心情渐渐得到舒缓，但
时间毕竟还是分秒而过，写作者也知道这是不可扭转的事情，
但他可能会觉得，时间走了，自己老了，但文字留了下来，一页
纸一页纸地铺起来，好像是人生一步一步向上的阶梯。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留住时间和生命吗，摄影师说摄影可

以，写作者说写作可以，真的可以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
什么？写作者思考着这样的哲学问题，在困惑中还是情不自禁
地把思想写下来，他必须写，这是写作的理由和求索的过程。

提起中国戏曲史，就不得不说到近现
代实业家、戏曲史学家周志辅先生。周志
辅（1896—1994），名明泰，出生于著名的安
徽东至周家，是清末重臣周馥的嫡孙，近代
著名实业家周学熙的长子。受家族良好读
书环境影响，周志辅自幼喜爱读书，“少好
文学，喜钻史地图表之学，后来渐及稗官野
史小说曲部”，稍长学习德语、英语。他
1918年入仕为官，出任北洋政府秘书，后又
转任农商部参事、内务部参事等职，其间曾
奉命前往德国考察半年，著有《德国战后经
济与实业》一书。继而投身实业，1928年弃
政从商，先后任青岛华新纱厂董事、天津元
安信托（银行）常务董事及董事长、青岛华
新纱厂董事长、上海信和纱厂董事长和上
海茂华商业银行常务董事等职。最终成就
于戏曲史收藏研究，1932年至1933年间，周
志辅整理编撰而成的《几礼居戏曲丛书》相
继出版，为戏曲艺术史的传承和研究作出
了杰出贡献。
周志辅与戏曲结缘于居官京师之时，

“久居部曹，暇则趣市廛听歌，癖之既久，习
闻掌故浸多，更求之古人载籍，亦以治学之
方法出之，自以为乐”。但不同于其他政商
名流仅仅将戏曲当作娱乐及爱好，周志辅
致力于广泛收集各类戏曲资料和文献，甚
至不惜重金，广搜博购珍善之本，抢救性地
保护了戏曲史文献资料。不仅如此，他还凭
借自己渊博的学识，从戏曲史料的整理、分
类、汇编入手展开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戏
曲理论和戏曲艺术发展史研究著述，将戏曲
史料的汇集整理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位于天津和平区河北路273号的一栋

英国外廊式庭院洋楼，虽历经九十余年沧
桑却风采依旧，这栋洋楼就是别号“几礼居
主人”、人称“戏单大王”的周志辅的故居，
是周志辅先生开展戏曲史文献资料收藏和
学术研究之地。洋楼建于1933年，由当时
的著名建筑师沈理源按照周志辅的意愿设
计建造而成，整体布局规整，设计精巧，用
材考究。小楼正立面首层为三联拱券前
廊，二层部分作双柱三开间阳台，并以花纹

与波纹为饰，三层退线内收，顶部建有方
亭，驻足四望，美景尽收眼底；墙面所用深褐
色缸砖全部自英国进口，价格十分昂贵；门
窗也均用菲律宾木制作，窗台为汉白玉，钢
窗上镶嵌着空心玻璃，十分精美别致。更值
得一提的是，位于二楼的房主书斋，正是为
藏书界所津津乐道的几礼居，曾珍藏着穷尽
小楼主人十余年心血收集而来的近万件具
有重要价值的戏曲古籍文献资料。
周志辅几礼居的戏曲史料文献收藏范

围广泛、种类繁多，既有大量清代南府和升
平署抄本等罕见的宫廷演剧文献，又有万
历林于阁刻本《灵宝刀》、明继志斋本《汤海
若批评红拂记》、海浮山堂本《不伏老》《僧
尼共犯》、师俭堂本《鹦鹉洲》等珍善之本，
还有诸如饮流斋抄本《五福记》等异本的收
藏。除善本古籍之外，周志辅还珍藏有大
量传统文献收藏中所较少关注的戏单、唱
片和明伶专号、专集、专刊、特刊、纪念号
等。他的戏单收藏非常丰富，是“如今存世
戏单的大宗”，共计有自1881年到1947年
的木刻、石印和铅印戏单数千张，其中“北
京戏单最多，以年为经，以班社为纬，编排
有序。另有天津、上海戏单，堂会戏单，北
京戏园海报等”。这些颇具特色的梨园文
献构成了周志辅藏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中国戏剧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实物佐证材料。
周志辅戏曲文献收藏的数量之大也是惊

人的。根据潘景郑所编《至德周氏几礼居藏
戏曲文献录存》进行的统计，其藏曲分“杂剧
类、传奇类、选本类、单出抄本类、昆弋谱类、
单出昆弋谱类、乐谱类、散曲类、曲话曲目类、
乱弹剧本类、抄本总讲类、清内廷戏曲类、清
内府抄戏曲安殿本类一（小字本）、清内府抄
戏曲安殿本类二（大字本）、戏曲提纲类、乱弹
戏韵类、戏目类、梨园掌故类、期刊类（附剪
报）、专集特刊类、图谱类、徽调类、汉调类、影
戏词类、杂曲类、杂项类、戏单类”等，“共计
2876册（一折一册），3983张（一个、一轴、一幅
作一张）”。周志辅的藏品之丰，既奠定了其
私家藏曲大家的地位，也令几礼居在收藏界
享有极高的声誉，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
中不禁慨叹道：“梨园史料亦网罗，笔记争传
几礼居。”
在戏曲文献收藏的基础之上，周志辅还

将所藏戏曲资料整理刊行，积极致力于戏曲
研究。周志辅的戏曲研究多为实证性研究，
注重对文献史料的考证、辨别和归类，并“以
治史之法治曲”，颇多系统性论述和创新性见
解。在其呕心沥血之著作《几礼居戏曲丛书》
中共收录《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五十年

来北平戏剧史材》《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清
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四种。其中，《都门纪略
中之戏曲史料》对戏曲文献的不同版本进行了
细致梳理和比较研究，力求厘清戏曲艺术的发
展脉络；《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对戏曲史料
进行归类研究，翔实再现清末民初50年间北京
戏曲活动的境况和演变；《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
录》以编年的形式，完整记录了北京百余年戏曲
艺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清升
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对部分清代升平署档案择
选移录并进行重新编排，充分展现清代中后期
宫廷戏剧的大体风貌和演变历程。《丛书》汇聚
众多中国近现代的珍贵戏曲史料，并将之予以
学术观念的审视，一经面世即引起收藏界和文
史界的广泛关注。
1949年后，周志辅陆续将其珍藏的戏曲古

籍文献、名伶书画和京剧唱片捐献给国家。此
后，虽客居异国他乡，周志辅仍然笔耕不辍，又
陆续编撰出版了《枕流答问》
《读曲类稿》《近百年的京剧》等
戏曲论著。周志辅为自己热爱
的戏曲收藏、研究事业奋斗了
一生，他以其独到的收藏眼光及
学术品格，拓展戏曲文献收藏之
范围，开现代戏曲研究之先河，
为戏曲文献收藏事业与戏曲史
料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周志辅的照片和影像现在已经很

难找到，在唯一的一张周氏家族的合影中，

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的就是他。在这张照

片中，我们还能发现这个家族里名声更大的

人物，比如周志辅的父亲，开办过滦州煤矿、

中国实业银行和启新洋灰等民族工业的周

学熙；还有他的爷爷，辅佐李鸿章领导北洋

海防建设、最终官至清朝督抚大员的周馥。

周家人丁兴旺，子孙秉持家训喜好读书，各

领域精专学者众多，而周志辅则醉心于京剧

艺术的研究。（节选）

几礼居主人周志辅的戏曲收藏与研究
王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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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至辞旧迎新之际，生肖文化都会伴随着春节年俗活
动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龙，有祥瑞、权威、智慧和勇
气等多重寓意，在传统节日，人们通过赛龙舟、祈龙雨、舞
龙灯等民俗活动，期盼风调雨顺、丰收富足。龙虽是人类
未曾见过的虚构动物，但其形象广泛出现在绘画、雕塑、
建筑和工艺品上，设计者常以华丽的造型和流畅的线条来
表现龙的威严。大众收藏项目“邮币卡”中的龙年生肖藏
品，如龙年生肖邮票、纪念币、纪念钞等受到全国各地收藏
爱好者的普遍青睐。
卡类收藏品中常见的交通卡，同样是生肖主题收藏的

生动载体。交通卡作为集成电子信息数据的科技产物，因
小巧便携、结算快捷等优势，成为公共出行的必备物品，具
备庞大的使用群体和较高的流通性。其卡面可以展现精美
丰富的内容，有广阔的设计展现空间，卡片除满足通行需求
外，兼具纪念性和收藏价值，并能反映城市的发展风貌和公
共交通建设情况。生肖题材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
被赋予时代元素，基调以喜庆祥和为主，表现形式上有水
墨、素描、卡通、年画、插画等一项或多项艺术或工艺叠加。

有些多枚一套的生肖票卡，拼接对齐在一起还可连成更为
完整的大型图案。
生肖题材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是很多交通运营部门最

早发布并持续推行的纪念卡品类。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
节日或事件纪念性收藏品相比，生肖题材藏品还带有“十二
年为一轮”的含义在内。在收藏过程中，生肖题材纪念卡可
以形成“生肖专题”，以十二年为整体进行周期性收藏，可满
足收藏者“集齐”“成套”的心理追求。种种因素叠加，发展
至今，有相当比例的生肖纪念卡成为某一地区或领域在新
年发行的“头卡”，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纪念卡类之一。比
较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地铁生肖纪念票，自1986年农历丙寅
虎年开始发行，以设计精美、风格多样著称，如今已发行至
“第四轮”，是我国交通卡收藏领域的明星产品。

天津是我国最早使用交通卡的城市之一。1998年，天
津地铁发行了首枚地铁储值卡。为迎接2000年千禧年的
到来和天津公交金轮卡（系统）投入使用，1999年，天津公
交发行了四枚一套的公交纪念卡，“龙味”十足。此卡以橙
黄、红色为主色，版式一致，四枚卡片正面左上方分别标注
“2000”“新纪元”“千禧年”“首发行”字样，背景由天津地标
建筑的照片拼接而成，包括天津广播电视塔、天津体育馆、
抗震纪念碑、天津站、解放桥等，背面分别有四对电脑立体
绘画技术表现的双龙，呈现左右对称样式。此卡虽不能算
作生肖专题票卡，但重点突出了生肖元素，同时也是天津公
交发行最早的多枚套卡，具有开创意义。
天津交通卡中，最早的生肖公交卡为2001年蛇年纪

念卡，最早的生肖地铁卡为2008年鼠年纪念卡，这两种票
卡此后逐年例行发行至今。与龙相关的交通卡有近十
种，如2012年天津地铁两枚一套龙年纪念票，主卡为城市
一卡通标准，另一枚无实际乘车功能。2012年天津公交
龙年生肖IC卡，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主图为
剪纸形式的一条蓝色龙，头部在中间并注视左方。龙身
细长，环绕于卡面中心，有在空中盘旋飞行的动态之感，
龙头、龙须、龙爪、龙鳞等身体各部位刻画细腻，栩栩如
生。右下角附有“壬辰”字样，背景搭配了祥云云团和小
篆龙字。背面另有一幅平面造型的剪纸龙图案，龙头朝
向“辰”字，下方标注“2012”字样，底纹设计为繁复的铁艺
花饰。此卡没有采用红、黄等常规配色，风格素雅，方寸
之间综合运用了多种中国传统元素和表现手法，堪称生
肖类交通卡中独树一帜的佳作。

题图为天津市公交集团2012年发行的龙年生肖纪念卡

龙年新春说龙卡

罗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