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一个小小的银手镯，被它的主
人悉心地保存着……近日，市民赵
福玲向记者讲述了这个银手镯（如
上图）的故事。

赵福玲今年58岁，家住市区西
市场街道矿前街社区矿前街小区。

当天，记者在该社区办公室看
到，赵福玲的银手镯不仅银质过硬，
而且镯子上还雕刻有龙、蜘蛛、荷花
等图案，做工细致精美。

“我看到过许多银手镯，真的没
有发现有哪个比它做工精美的。”赵
福玲告诉记者，这个银镯子是10多
年前她婆婆去世时留给她的。她婆
婆在世时，很喜欢这个银手镯，整天
戴着。据婆婆说，这个银手镯是她
的姥姥当年传给她的母亲后，母亲
又传给她的。

“我平时很少戴，就在家里用绸
布包着，有时候拿出来，抚摸着它，
感觉很亲切，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婆婆……”赵福玲说，这个银手镯在
她心中很珍贵，也是她家的传家宝，
她希望将来等儿子长大结婚时，能
将手镯送给儿媳，让它一代代传下
去。

婆婆留下来的
银手镯
几代人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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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物件，就是老
百姓生活里曾经密切相关
的、又逐渐在历史中渐行
渐远的“老东西”、老家
什。一床被单、一台老式
缝纫机、一台几十年前的
半导体收音机、一本几十年
来的家庭记账簿，或是计
划经济时代购物所用的粮
票、布票……如果您家中
有承载美好记忆的老物
件，可拨打电话 4940000
或 4961924 联 系 本 报 记
者，也可以将您自己拍到
的 老 物 件 发 至
710915017@qq.com，并留
下联系方式，我们将派记
者与您联系采访。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新华区西高皇街道西高皇
村村民周金木家保存一张老式
两斗桌，至今仍在使用。5月25
日上午，记者来到周金木家，听
周金木的妻子高女士讲述了这
张两斗桌的来历。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高女士
家。客厅里，一套新式沙发和茶
几摆在中间，一角放着一张陈旧
的紫红色桌子，呈长方形，桌面
下边有两个抽屉，抽屉上分别安
装有铜制“鱼形”拉手（如小图），

抽屉下面雕刻有龙头花雕，整张
桌子完整无缺（如大图）。

高女士说：“拉手旁边的叫
铜鼻儿，把它放在两个抽屉中间
的铜件上，加一把锁，就能锁住
两个抽屉。这张桌子有两个抽
屉，所以就叫两斗桌。”

说起这张两斗桌的来历，高
女士说，那可是她从娘家带来
的。

高女士今年 73 岁，娘家在
鲁山县磙子营乡高庄村。1963
年，她与周金木结婚。当年，西
高皇村的两个小伙子骑着自行

车，把她接到了现在的家，“来
时，就拎一个小包袱。”高女士结
婚时，新房里除了一张大床和简
单的生活用品外，没有什么家
具。次年，高女士生了大女儿，
娘家人“送米面”（贺喜）时，她母
亲就送来了这张两斗桌和一个
木箱子。

高女士的母亲曾经说：“我
嫁到高庄村时，高家就有这张桌
子。”高女士推算，这张两斗桌少
说也有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历史。

问及这张两斗桌的材料，高

女士老两口都说不清，只知道桌
子很沉，木材很结实，而且油漆
还是原来的，整个桌子没有发现
过虫蛀的现象。

高女士说，前些年，当年一
起送来的木箱子上面的合页和
铜鼻儿坏了，就扔了。而这张两
斗桌在高女士使用的50多年间
一直完好无损，她家从老村搬迁
到新村，从旧房翻盖到现在的三
层楼房，老两口始终没有因为桌
子的陈旧而丢弃它。目前，这张
两斗桌仍在她家客厅里发挥着
它的作用。

高女士：

娘家带来的两斗桌
我用了50多年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节约建国储蓄券，你听说过
吗？知道是啥吗？近日，市民刘
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收藏的一
张民国时期的“节约建国储蓄
券”。

“节约建国储蓄券”属单面
印制，长12厘米，宽7.5厘米。该
券上方正中有“交通银行发行”

“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字样，四
周为中国传统纹饰。其中，两侧
的纹饰中还用小字写着“美金储
券”。票面上写有总号0120409，
正中间写有“X君兹以国币折存
美金一百元整，自本日起息，兑
取时照付美金本息”。票面左侧
盖有重庆交通银行及经理的手
戳及落款。票面右侧写有计息
办法。此外，票面上还用红字标
明“购粮储券定期三年，期满不
续计息”。最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本券未经本行主管人员签章无

效”（如右图）。
刘女士今年 40 多岁，家住

市区建设路东段，爱好钱币收
藏。几年前，刘女士与一位同样
爱好收藏的朋友交换得到了这
张储蓄券，她用塑料薄膜小心地
包裹着。

据了解，上世纪 30 年代末
40年代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
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破坏，中国发
生严重的经济困难。内外交困的
国民政府在举借外债的同时，不
得不发行巨额公债，特指令中央、
交通、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
汇业局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
以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确
保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抗战。

自 1940年起至 1948年施行
金圆券币制前夕为止，当时的国
民政府先后在国内推行发放甲、
乙两种不同版别的“节约建国储
蓄券”共计八种面额。据了解，

“节约建国储蓄券”尽管年利率

很高，但因抗战胜利后通货恶性
膨胀，物价飞涨，到期兑付已毫
无价值。

“它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

是历史的见证。我收藏它，就是
想留住那段历史的一些碎片，以
史为鉴，激励下一代勿忘国耻，
奋发图强。”刘女士说。

节约建国储蓄券，见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