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票布票见证民生巨变

每一件藏品背后，都藏着光阴的故事，且听张居善娓娓道来。

藏品背后，光阴故事02

张居善收藏的粮票、布票足足有4大册。记者作为没有
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85后”，翻开它们时，不由地感慨过
去生活的不易，以及如今生活的富足和便捷。

“计划经济时期，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国家为了保障供需
平衡，对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
发行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张
居善说，上世纪50年代，票证进入了老百姓生活，各个省市
都有各自发放、印制的商品票证，对商品进行计划供应。此
外，一些大型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
各种票证。

记者看到，粮票细分为粗粮、大米、面票、肉票（最稀有）
等；布票也有布匹票、棉花票之分。

“当时如果没有这些票证，简直无法生活，出门也寸步难
行。”张居善颇为感慨地说。

记者看到，这些票证的有效期一般为一年，过期作废。
各省市、乡镇的票证样式不一，除了纸质版的，还有的用铁牌
制成。

据新闻报道显示，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得到发展，
老百姓生活物资日益充足，全国范围逐步取消了票证。1993
年，粮油全面敞开供应，粮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历史使命，现
金成为主要的支付方式。

“现在的年轻人，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全球购物，如果不
看看这些票证，很难想象到老一辈过去生活的艰辛。”张居善
说，他希望大家能从这些票证里，读懂“珍惜”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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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宝贝
想要捐给

博物馆
粮票、布票见证了如今的富足生活；大姐、二姐的

结业证书、毕业证书，讲述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大姐
的结婚证，诉说了婚姻自由后的真爱岁月……这些充
满时光印记的物件，皆是张居善老人视若珍宝的藏
品。隔三差五，他就会把它们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
追忆往昔岁月。

“喂，我有一屋藏品，想要捐到博物馆。”前日，张居
善反复思量后，拨通了《重庆晚报》新闻热线
（63900090），他希望通过本报，为这些珍藏品找到更
好的归宿。

6日午后，秋阳高照，记者来到沙坪坝区土主中路的张居善
家中。这是一套一室一厅的老屋，客厅的大方桌上，摆了满当当
一桌的藏品。

张居善银发白眉，已是86岁高龄，但他耳聪目明，思维清
晰，举手投足间颇有文人气质。

张居善是一名有着60余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曾经当过
老师，后来进入重庆特殊钢厂的组织部任管理岗。

几大本粮票和布票，各种证书、聘书，各种纪念徽章……用
手细细拂过桌上的藏品，张居善说，这都是自己毕生珍藏的物
件，既有自己花钱购买或与人置换的，也有大姐、二姐传承给他

保管的。
“我现在年岁大了，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它们捐到博物馆、文

物馆这样的地方，让它们可以长久流传，也希望更多人看到它
们。”张居善说这话时，手微微颤抖，但眼神坚定。他的小儿子张
宗吉没有说话，只是握住了父亲的手，点了点头。

希望它们长久流传下去01

7日，记者联系上了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山城
故事馆（注：位于山城巷金马寺小学旧址内）的李馆长，转述了张
居善的捐赠心愿。

李馆长表示，张居善老人的这些藏品非常珍贵，记录了很多
历史时刻，它们与山城故事馆“延续城市文脉，彰显百姓故事”的
展出主题非常契合，很欢迎并且感谢张居善的捐赠。

通过记者的衔接，双方已约好，于10日在山城故事馆完成
捐赠事宜。

记者了解到，山城故事馆的老物件多来自于市民的捐赠，
2020年10月开馆至今，不断有市民将家中“压箱底”的宝贝送
到这里。

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曾任重庆市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的

唐肇新表示，张居善老人的这些藏品，不在经济价值的高低，重
在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们是不同时期生活、经历的实
物佐证，无声地叙述历史记忆。

“文物是活着的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厚重的文化隗宝。
保护文物本质就是保护历史，护佑文化传承。”最后，李馆长如是
总结道。

藏品将捐至“山城故事馆”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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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张居容比张居善年长7岁，如今已离世。她的一纸
结婚证，至今被张居善完好保存。

记者看到，这是一张发行于1952年4月6日的结婚证。
当年，19岁的张居容与29岁的曲廷俭结为夫妻。

张居善说，不要小看这张结婚证，它其实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得到贯彻落实
后，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婚姻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印证——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

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
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张居善说，当年大姐和姐夫在虎溪区（注：现虎溪街道）
相识，二人都是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在多次工作接触中相识
相知，后来自由恋爱并进入婚姻殿堂。

“他们有着相同的信仰，心意相通。”张居善说，大姐和姐
夫一辈子都很恩爱，互相尊重，共同进步，凡事有商有量，可
以说是婚姻自由的见证者与受益者。

1951年1月，张居善的二姐张居成（当年12岁）小学毕
业，并拿到了毕业证书。

摸着这张泛黄的证书，张居善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当
年，父亲做药材生意，自身也是个文化人，他坚信“知识改变
命运”的力量。因此，父亲将家中5个孩子全部都送到学校里
读书，包括大姐、二姐两个女娃。

后来，二姐成为了一名医务人员，将救死扶伤作为己任，
一辈子运用知识的力量发光发热。

再看1958年的这张结业证书，是大姐张居容拿到的。
婚后的张居容依然坚持学习和读书，后来进入中国人民银行
四川省分行干部学校学习，并顺利拿到结业证书。

大姐后来担任一家银行的高管，多次被评为先进分子，
是一名工作能力卓越的知识女性。

“可以说爱读书、爱学习，是我们的家风。”张居善眼里闪
着自豪，他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证书，可以带给更多人激励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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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证诉说幸福婚姻

毕业证书印证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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