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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廣東省梅州市區鬧市一角，有一棟五層高

的家庭紅色收藏館，雖然外觀有些年代，但屋內琳琅滿目的藏品足以震撼

到來訪者：規格不一的毛澤東塑像、不同版本的紅色文獻書刊、各種各樣

的原中央蘇區珍貴史料等等，從一樓布設至三樓，讓人目不暇接。

目前館藏僅1949年以前的實物就達3,500餘件；在這些藏品中與香

港、澳門有直接關聯的紅色文物約有2,600餘件/套。作為梅州市客僑博

物館及梅州市家庭紅色收藏館的創辦人，65歲的魏金華收藏紅色文物已

經長達30多年。

作為非營利性的民辦博物館，每年參觀人數約達5萬人次。魏金華最

大的心願就是能在香港舉辦一場香港題材的愛國文物、文獻、史料專題

展覽，冀港人及大中小學生通過一件件實物了解香港與祖國的聯繫及與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淵源，為此他已經認真籌備了三年多的時間，展覽大

綱已達4萬多字，包含八大主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胡永愛、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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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蒼松在寒
冬凜風中維持挺拔的身姿，被視為節操的體
現；「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
常年不凋的竹子則被喻為君子品格高風亮節的
象徵；「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冰天雪
地的嚴寒之中，梅花不畏嚴寒的風骨則代表了
清廉潔白。松竹梅三者都有代表剛毅堅韌的
高潔風格，因此被世人美稱為「歲寒三友」，
除了寓意品格高尚，亦有生命力強韌的內涵。
宋代，文人開始以「歲寒三友」為創作題材

作畫，現台北故宮博物院中便藏有南宋畫家趙

孟堅所繪的《歲寒三友圖》。而由蒼
松、翠竹、寒梅三種植物紋飾組合而

成的紋飾初見於瓷器之上，則約為元代中後
期，愈來愈多高雅情趣的紋飾隨青花瓷和釉
裏紅瓷器數量的增加而出現，整體風格粗獷豪
放、蒼勁有力，常以蕉葉紋修飾。
進入明代，以松竹梅紋入瓷畫的紋飾類別成

為了常見的紋飾，寄託古代文人對松竹梅高
尚情操的嚮往與崇拜。明代瓷器上的「歲寒三
友」，有別於元代各自單獨成樣的松竹梅，開
始在構圖上相互交叉。筆者所收藏的一件「明
洪武青花松竹梅玉壺春瓶」，由於為明早期出
品，尚有前朝遺風。其後紋飾的發展更為豐

富，部分增加了亭台樓
閣、庭院山水等，更添文
雅之氣。
松竹梅紋樣在清代依然

盛行，明代萬曆青花器將
松柏與梅竹分區布局的方式，亦影響了清朝官
窯的「三友圖」構圖，整體色彩更為豐富，畫
風亦更為寫實。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其中一件
鎮院之寶，便是一支「清雍正琺琅彩松竹梅圖
橄欖瓶」，彩料凝重、色澤亮麗。筆者所收藏
的一尊「清康熙五彩刁瓷『松．竹．梅』大蓋
罐」，更是採用了雕瓷的技法，突出了紋飾的
立體感。

瓷器上的「歲寒三友」

◆明洪武青花松竹
梅玉壺春瓶（竹）

◆清康熙五彩刁
瓷「松‧竹‧
梅」大蓋罐

◆明洪武青花松竹
梅玉壺春瓶（梅）

◆明洪武青花松竹
梅玉壺春瓶（松）

「我父親魏恩布1939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跟黨鬧革命，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一直

以來家庭紅色氛圍就很濃。」魏金華告訴記者，他
的紅色收藏與家族的紅色基因分不開。1978年，魏
金華前往內蒙古當兵，服役期間他除了迷上了集郵
之外，對紅色歷史特別感興趣，於是產生了收藏紅
色藏品的念頭。
1983年退伍返鄉後，魏金華趕上了改革開放的紅
利，富起來的他一不打麻將，二不去歌舞廳，賺的
錢留足家人的開銷外，全部用在收藏上。魏金華
說：「90年代初期，收藏只認瓷器、字畫、青銅器
一類的，我卻劍走偏鋒，收藏了一些早期的革命歷
史文物史料。」

時代洪流中的民主雜誌
在魏金華的收藏中，一本1922年7月出版的《新

青年》雜誌相當珍貴。據魏金華介紹，1921年2月1
日，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查
抄。當時陳獨秀正在廣州，主張移粵印刷。「這本
雜誌是在廣州出版的最後一期，隨後就休刊了。到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新青年》又
改為季刊，在廣州重新出版。《新青年》是當時最
潮流的雜誌，進步青年可謂人手一本，是一個時代
的見證。」
30餘年的收藏生涯，七萬件珍貴的藏品，讓他獲

得了全國首屆紅色收藏之星，成為中國收藏家協會
「優秀紅色收藏品收藏家」。在他看來，這些革命
文物經歷了戰火的洗禮更加珍貴，是一種歷史精神
的昇華，更是讓人能夠通過實物感受到紅色文化激
盪人心的魅力。
為了讓更多人領略紅色藏品的風采，魏金華於
1999年創辦了「家庭紅色收藏館」。開館二十多年
間，一直向社會各界免費開放供市民參觀。每每有
參觀者到訪，魏金華便充當起講解員，為他們逐一
介紹藏品的「前世今生」。

「紅癡」為收藏反覆奔波
在收藏的道路上，魏金華花費了多少？這個數字
他也沒有統計過，據魏金華的兒子魏洪海粗略估計
上億元應該是有的。此外，他還無償捐獻了15,500
多件/套藏品給全國各地30多間專題館藏，足可以
再建一個國家一級博物館。
在紅色史料展區最中心位置，一本書籍格外引人
注目。「這是1929至1934年間使用的紅軍手抄課
本，是原版的，國內現存沒幾本了。」魏金華說，
他是費盡了周折才收藏到這本書籍。「二十多年
前，一個偶然機會，我獲知了福建省上杭縣一位農
民手上有這本書後，往返他家中多次，每次往返奔
波 300 多公里，前前後後兩三個月才成功收藏
到。」
魏金華的收藏中也有憾事。2000年，魏金華得知
在江西出現了一份1935年8月5日的「岷洮西固戰
役計劃書」，簽章是朱德、張國燾。他即前往江西

吉安，但是藏家不想轉讓。考慮到紅軍長征的作戰
計劃流散在民間確實太少了，他隔三岔五打電話與
藏家軟磨硬泡，對方終於肯轉讓。
第二次重返江西，對方開價3.6萬元，當時魏金華
感覺是天價無法接受。回到梅州後經過思量，決定
再輾轉一次把它拿下，但可惜的是已被當地一位愛
好者買走了。
「這個世上，最可愛的精神是百折不撓，最灑脫
的態度是不去計較。甘心奉獻，默默耕耘，無怪乎
有人稱他這位『紅癡』為『紅色收藏孺子牛』。」
魏金華的好友李毅民如此評價。

熱衷收集港澳進步報刊
在魏金華的收藏中，關於《大公報》和《文匯

報》的相關資料多達135件，收藏中最早的《大公
報》是1919年，完整有報頭的是1933年。這些百
年前的報紙雖已泛黃，但仍見證當年的一段段歷
史。
中華民國八年（1919年6月20日）的一份《大公
報》上，刊載了「請國人貫徹初心」，全國學生聯
合會籌備會」啟事，「上海學生聯合會第四宣言
書」等新聞。雖然因時間的流逝，一些內容已經殘
缺，但透過「誓死爭回山東主權」的文字，依稀可
見當年那場全國範圍內的愛國運動。
一張民國三十六年的《文匯報》是魏金華收藏中

最為完整的早期報紙之一，該報出版於1947年4月
9日，第一版報道了「晉南大戰已告爆發，陝北共
軍繼續東渡，劉伯承部連日襲淇縣湯陰」等新聞。
從這些新聞中，可以看到解放戰爭國共反轉的一個
縮影。
「這些大公、文匯資料都是我長期在專注收集香
港、澳門專題的進步書報刊中所累積而藏的史料，
一部分是在梅州地區收藏，一部分是從藏友中交換
或購藏。」魏金華表示，自己收藏粵、港、澳專題
藏品已達６千多件（套），凡是香港主要進步愛國
愛鄉機構都可成為一個小系列藏品。
在從事紅色收藏的同時，魏金華也長期從事紅色

歷史研究。多年來，魏金華在海內外幾十種報刊雜

誌上發表了200多篇收藏體會、藏品研究類文章。

為香港展覽籌備三年有餘
「香港是怎麼了？」2019年香港黑暴事件，讓魏
金華倍感痛心。在魏金華的收藏經歷中，他通過一
件件文物感受到了香港同胞一直都很深愛祖國。
「從省港大罷工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以及
新中國成立以後，每一個時間段香港同胞都為祖國
作出了奉獻。但是到了現代，由於缺乏正統的愛國
愛鄉的教育，很多年輕人對中國歷史、對中國共產
黨的光輝歷程不了解，部分年輕人受到一些別有用
心的人蠱惑而走上了歪路。」
為了讓香港同胞真正了解歷史，了解香港與內地

千絲萬縷的聯繫，從2019年開始，魏金華就開始籌
備在香港舉辦一場革命歷史文物史料特展。花費了
一年多的時間，展覽大綱就寫了100多頁。每一個
字都滲透他的心血。
「為了配合這次展覽，我特意挑選了900多件有
代表性的藏品分布在八大主題展線中。不少朋友看
完展覽大綱後都認為很有意義，應該讓香港的年輕
人了解沒有祖國就沒有香港的真實情況。但是疫情
的到來，讓所有的準備按下了暫停鍵。」魏金華希
望，在今年「七一」之前能夠在香港辦一次展覽，
然而目前無論是場地，還是經費都還未有頭緒。

1995開始，魏金華專注於華僑文物、檔
案的收藏，不少藏品都是他在城中村拆遷中
搶救下來的。「當時收藏僑批，很多人都不
理解這東西有什麼用，我也很難回答，主要
是考慮到華僑在梅州捐資建設，總要有一些
見證。再過十年或者二十年，總有一個說
法。」
時間給出了答案，後來僑批檔案經歷「三

級跳」，相繼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
錄」、「世界記憶亞太地區名錄」，最終摘
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名錄」桂
冠，成為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自己的收
藏成了『世界的記憶』，這讓我認識到收藏
僑鄉史料的歷史意義」，魏金華因此創辦了
「梅州市客僑博物館」。
魏金華的兒子魏洪海今年35歲。他最初

的理想是從事珠寶加工、鑒定工作，對於父
親常念叨「百年無廢紙」，老是花錢買一大
堆老舊書紙回家，還一頭扎進故紙堆裏整理
研究，他小時候對此是「很排斥的」。
長大後，看到父親那麼辛苦，對於收藏是

那麼癡迷，多年如一日堅持下來，感到既無
奈又心疼，還止不住有點兒佩服。大學畢業
後，魏洪海回到梅州幫父親分擔一下工作
量。「不想讓他太過辛苦。」
熟練使用電腦的魏洪海開始幫助父親打

字，收集整理、分類歸檔藏品資料及處理電
子郵件、編輯策展大綱，有空還寫一些藏品
研究文章等，有機會還參加省內外各種研討
會、論壇和培訓學習，不知不覺間，越幹越
多。魏洪海表示會守住父親開創的事業，
「我父親的願望是爭取編寫出版50本以上
史料研究類的書籍、圖冊，我會盡力幫助他
早日實現這個非常有人生意義的心願。」

冀來港辦展 弘揚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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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華任主編的著作共計達26本（套）。

◆《新青年》第九
卷第 6 號（ 1922
年7月）。

◆中國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頒獎後與魏
金華合影。

◆

魏
金
華
參
加
中
國
僑
批
‧
世
界
記

憶
工
程
國
際
研
討
會
。

◆2019年1月，魏金華出席紅色文物收藏展暨
《梅州與紅色記憶》專著首發式。

◆香港國際時事研究
會編輯的《統一戰線
下的中國共產黨》
（1938年1月）。

◆◆《《中國抗戰中國抗戰》》
（（19391939年年1010月月）。）。

◆民國八年的《大
公報》（1919年6
月20日）。

◆《文匯報》（上海）第一版（1947年4月9日）。

◆紅軍課本手抄本（1929 年8月）。

廣東老人甘做「紅色收藏孺子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