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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城里还有火车

啊？”一幅印制于 1936年的
“最新南京道路明细图”吸引
了几位市民。图上，一条铁道
线从下关龙江路一直延伸至
雨花门南，两头分别连接京
沪铁路和宁芜铁路。南京民
间收藏家高建中说，当时小

火车前面是木质座椅，可坐
人，后面挂货车，黄包车、骡
马车都可以上。小火车的票
价每站大洋三分，由“中正街
经国府站”、鼓楼、三牌楼至
下关一共大洋一角两分，这
和现在的地铁差不多，一般

老百姓都能坐得起。这条铁
路后来被拆除，如今取而代
之的，是现代化的地铁。

地图左下角，是以笔画为
索引的地名表，排在第一个的
就是“一条巷”。高建中认为，
用这种方法查找地名比现在

的地图方便。很多已经消失的
老地名，在这张地名表上都还
可以找到。“那时的玄武湖，
可比现在大多了！”一位前来
参观的老先生看到这张地图，
十分感慨。

据介绍，1929年 12月，

民国政府制定了 “首都计
划”，南京开始大
兴土木。展览“城
市旧影” 部分，就

反映了那时南京的
盛况。“南京一家
出版社出版的《老
照片》，20％的图
片是我提供的。”
高建中得意地说。
然而，就在这幅

“最新南京道路明
细图”印制出来的
第二年，南京沦陷。
高建中将地图旁的
一个镜子反过来，

镜子背面，是“木兰从军”
图，两边分别印着“改良国

货”和“挽回利权”，“这反
映了当时全民族一致抗战
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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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的200多件藏品，

还不到高建中所有藏品的
十分之一。“光月份牌我就
有500多幅。”高建中眼中
的月份牌，不仅是民国时期
美术史、印刷史、文化史的
缩影，而且代表着对那时岁
月的缅怀。

月份牌展区的第一幅，
印制于 1915年。“据我考
证，这是最早、最大的人寿
保险广告，有人出价一万
二，我没卖。”最让高建中
得意的，是一幅“双美图”，
这幅月份牌本是雨花台区

一户人家收藏的，高建中想
收藏，但价格一直没谈拢，
正在犹豫时，听说一个香港

人要收购这幅图，他赶紧跑
过去，以更高的价格收购过
来。高建中说，“你看这件外
套，领子是西式翻领，袖子
却是中国传统的喇叭袖。”
同样体现中西文化合璧的
月份牌有很多。“月份牌是

最早的水彩擦笔画，但很多
画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技
法。”在“桃花美人”图上，
左上角有几行题字，“这明
显是中国画的风格。”

对旗袍很有研究的高
建中从月份牌上看到了旗

袍的演变。“上世纪 30年
代的式样比民国初年的时
尚。画上的旗袍我都要找
到。”另一幅月份牌上，两
个美人在打高尔夫球。“当
时中国有三个高尔夫球场，
有一个就在南京。”

1989年，高建中出版

了《浮世绘影》，将“月份牌
文化”推向社会。1995年，高

建中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
国内第一个大型月份牌展览，
解放前专门印制月份牌的现
上海美术出版社派人专程赴
宁，参观后他们感慨，“‘上
美’ 也没有这么丰富的藏
品。”一位香港商人开价5万

元人民币收购高建中的10张
月份牌，被他婉拒，“我收藏不
是为了赚钱，只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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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缱绻低回的爵士乐中，

颔首低眉的张曼玉不经意地
走过，身上旗袍勾勒出她曼妙
的身材，也勾勒出那个逝去年
代的风尚和情怀……” 说起
民国风情，看过电影《花样年
华》的人首先会想到这一情
节。在昨天的展览现场，高建

中收藏的旗袍再现了民国那
段已逝的年华。
“民国年代，旗袍风行数

十年，款式也多有变化。”高
建中在“别样年华———旗袍”
展区向参观者介绍，旗袍款式
的变化主要在领、袖、边、长，

长度忽长忽短，腰身忽宽忽
窄，腿部开衩忽高忽低，袖子
忽长忽短……现场展出的旗
袍虽然数量不多，但基本汇集
了，引得参观者不住称赞。
“你们看，这件就是带花边的
旗袍。”高建中指着一件周围

镶以花边的旗袍说，1931年
著名的“旗袍花边”运动，就
是由此得名。
“这里展出的旗袍还是

我藏品的很少一部分。”高建
中一共收藏了 120多件原汁
原味的民国旗袍，而且全部来

自南京民间，可以说能够代表
民国时南京旗袍文化。

说到旗袍的收藏，高建中
告诉记者，他在收藏民国时期

的招贴画时，发现画中女子都
穿着各色华丽的旗袍，“当时

就觉得旗袍特别漂亮，如果能
把真正的旗袍拿到手就好
了。”后来他就开始留心旗袍
收藏。“中国人有‘人死不留
衣’的习惯，这给收藏老旗袍
带来了困难。”

一次，高建中打听到中央

路一户人家的老人去世了，这
位老人年轻时是风华绝代的
名媛，存下了许多华美的旗
袍，高建中费尽力气才将老人
穿过的旗袍收购了过来。“旗
袍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流，也
留下了老南京的影子。”高建

中抚摸着旗袍，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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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民国时就有集体

婚礼了！”展厅中一张巨幅的
集体婚礼招贴画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画面上几对新人在
众多亲友的簇拥下，正缓缓
地走下台阶，新娘的装束竟
然是极富现代气息的婚纱。
“民国时期由于受到西方文

化的影响，在婚俗礼仪上也
发生了变化，在婚庆礼仪中
加入了许多西方元素。”高
建中介绍，新派婚礼的着装
中出现了婚纱，婚庆礼仪也
从中国传统的拜天地改为相
对三揖。

“上世纪 30年代，在南
京、上海、北京等地更是兴起
了更加新潮的集体结婚。”高
建中指着招贴画和旁边的老
照片说，画面上的集体婚礼就
是在当时的励志社，现在的钟
山宾馆黄埔厅举行的，招贴画

是根据老照片的内容还原出
来的。“老照片是当时社会的
剪影，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
的风貌。”鼓楼区文联的一位
老人不禁感叹：“沦陷前的南
京是何等的繁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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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板凳还真奇怪，一

边高一边低。”在婚俗用品展
区，一件雕琢精致的“迷你”
板凳引起了参观者的注意。板
凳低的一头，凳头有一个龙
嘴，凳面上还支着一个架子，
一根雕刻成龙形的木棍从架
子中间穿过。这究竟是做什么

用的？参观者们议论纷纷。
“这是榨甘蔗用的。”高

建中解答了大家的疑问，“你
们看，把木棍抬起，就和凳面
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夹角，把甘
蔗放进去，一压，甘蔗汁就顺
着板凳的斜面从龙嘴里流出

来了。”高建中边讲解边演示，
“将这个放在婚嫁用品中，就
象征着新人能够甜甜蜜蜜。”
听了高建中的介绍，人们不禁
啧啧称奇。“原来是这样！”一
位女士自己动手操作了一下，
还让同伴给她照相留念。

“你们再看这个。”高建
中从“榨汁机”旁拿起一块红
绸布，上面刺着人名。“这是一
张刺绣而成的礼宾单，是我在
常州发现的，相当珍贵。我跑
了两趟才把它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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