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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藏于江西省万载县革命烈士馆的工农兵银行石印版(插六图1)，长305，宽
256，厚52mm，石质细嫩润白，打磨(用过的地方)面十分光滑。据几位曾在本县印刷
厂五、六十年代做过石印工作的老师傅讲，这种石头是从外国进口的，本国不产这
种石头，据说是从德国进口的。 
    在版面中央还清晰可见当年最后一次印刷而制作的图案与字迹，其中间一幅为
“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  大洋伍角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发行”(插六图2)。
版面图案右(实际印出效果与此相反)椭圆花框中是马克思像，左椭圆花框中是宝塔
山景，四周为花边图框，与收集到的公债实物伍角、壹圆正面(插六图3、4)完全吻
合。在主版图景的侧边不同位置上，还留有较多未完全磨去的制版痕迹，如公债背
面的“条例摘要”(插七图5)，套印“大洋壹圆”字样(插七图6)，还有一些不甚清楚的字
图，不一一列举。 
    从制版情况看，石印版最后一批印制的是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有壹圆
和伍角两种，这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记录的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于
1933年10月相吻合。1933年底至1934年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军苏区，斗争形势恶
化，湘鄂赣省委、省苏撤出小源，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相继转移，逐步停止了工
作，所以石印版在此后就再也没有用过。 
    从版面上字图分析，每种票券分正反两面单次单张印刷，二期公债共发行了8万
元，伍角为多，需印十几万张。在这样简陋的印刷条件下，全靠手工操作，印制这
么多的苏区票币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完成这艰巨的任务，金融前辈们不知要付出多
少心血和汗水。在此之前，湘鄂赣苏区还发行过大量的纸钞、股票、短期公债(一期
公债)。 
    通过对当时发行的壹圆和伍角两种公债实物与版图进行对比测量，仔细分析，
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壹圆和伍角两种票面是用同一次制作的主景图版印制
的，将“大洋壹圆”四个字另制版，在印制壹圆正面时将“大洋伍角”四个字遮盖，然后
再定位，将“大洋壹圆”四个字套印上去，从“大洋壹圆”四个字印刷着色明显深于周围
颜色也证明了这四个字是套印上去的，尽管用的是同一种油墨，因是分两次印刷，
着色深浅很难做到一致。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制版的难度，相对省时省力，以适应
当时战争环境条件下保证印制任务的完成。那为何不将辅券大洋伍角挖补套印，而
要将主券大洋壹圆挖补套印呢?这与当时苏区经济条件有关，大洋壹圆即银元一块，
这对当时苏区群众来讲，是个很难拿得出的数字，所以大量印制的是大洋伍角公
债，大洋壹圆公债印制很少，目前虽还未找到可靠的资料来证明它的印制比例，但
从收集的实物来看，壹圆券的存世量不足伍角券的五十分之一，现已难得一见。这
从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壹圆的很少，存世量较多的主要是二百文、
一角、二角、三角中得到印证。由此可见，将需大量印制的采用一次制版直印法，
只需少量印制的采用挖补套印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从现存的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实物看，壹圆和伍角两种券正面字图尺
寸、式样除中间面额四个字外，其余完全一样，证明是同版印制，只不过油墨颜色
不一样。壹圆券用的是黑中略带淡绿色油墨，伍角券用的蓝色油墨。两种债券背面
的字图也完全一样，只是油墨颜色有区别。伍角券用的是酱红色(插七图7)，壹圆券
用的浅红色(插七图8)，证明是同一次制版印刷的。纵观湘鄂赣苏区各种票币，有很
多主景图相同的现象，如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一角、二角、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三
角、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壹圆、伍角主景图相同；浏阳工农兵银行一角，湘鄂赣省工
农兵银行一角、伍角主景图相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一角、二角、湘鄂赣省工农兵
银行三角，1933年版湘鄂赣省工农兵银行二角背面图相同，只是尺寸略作改变。有
的票币甚至正背两面的图案都相同，只是巧妙地搭配不同颜色，套印不同的主题名
和面额来加以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是苏区条件有限，无论人才、技术、设备都无
法满足实际需要，甚至连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都难以保证。“银行驻扎，因陋就简，
银行转移，肩挑背驼，不打仗时银行职工，打仗时便又成了红军战士，这就是当年
金融战线的实况。”①尽管设备简陋，条件异常艰苦，金融前辈们开动脑筋，想尽一
切办法，巧妙地设计搭配，印制出一大批革命主题鲜明，质量上乘，丰富多彩的红
色货币，以满足苏区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 
    关于石印版的来源有这样几种渠道：一是投奔革命者捐献；二是战争中收缴；
三是通过秘密渠道向外采购；四是向附近的石印店借用。在万载县革命烈士馆展出
的英烈事迹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成功烈士(1895～1937)原名陈鸿钧，万载大桥
西江人，原经营书纸石印店，1929年参加革命后，将自己店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苏
维埃政府，并烧毁店铺，以示革命决心。1931年任万载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创
办万载县工农兵银行，发行了纸币，发展了苏区经济。1932年4月调湘鄂赣省苏维埃
政府，先后任财政部副部长、部长(兼任省工农兵银行行长)等职… …。这段记叙道
出了石印设备的主要来源之一。 
    “省苏石印局是1931年8月在浏阳东门白沙成立的，主任方赤名，开始有工人28
个，… …当时省苏石印局有印刷机四部，其中一部专印纸币。1931年4月，省委省苏
机关都迁往万载小原，省苏石印局也迁到万载陈坑上新屋，和万载石印局合并。
1933年12月，由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浩叛变，造成小源事变，印刷工具全部摧
毁，从而被迫停办。”②后来的调查和石印版的完好保存事实证明，并未全部被毁，
此版应该就是那部专印纸币的石印机上的石印版，是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临危
不惧，在撤退前的最后一刻用腊纸、油布小心翼翼地将这块视作比自己生命还珍贵
的石印版包裹好，深藏地下。也许，年青的红军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当时任仙源区(后改乡)区长潘福生同志回忆“石印版于1953年冬在万载县仙源
乡(大革命时期称小源)陈坑上新屋旁的菜地里被发现，由村民送到区政府，在区政
府放了约三个月，区政府派三人(刘志明、邱思燕、邱炳昆)徒步运送几十公里山路
到大桥后，搭乘客车送至万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该馆1952年筹办，1955年开馆，
自此石印版就在馆中保存至今。”③ 

石印版历经战火硝烟，又在地下埋藏了整整二十年，至今版面上的字图仍清晰可
辨，实在难得。它的存在，对研究和解读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印钞史不失为
一件最好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①②《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59页、76页。 
③1992年10月20日访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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