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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都很少寄信了

为什么还要发行邮票？

“薄薄一张小花纸，四面长满

细牙齿，两地朋友要谈心，必须请

它当差使。 ” 这个小谜语的答案就

是邮票， 说的是邮票可以用来寄

信。

不过， 现在咱们要寄点什么，

往往就是微信电邮叫快递，很多年

轻的朋友可能压根都没有撕邮票

贴邮票寄信的经历了。 那么，现在

邮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它到底还

有什么用呢？

有些朋友会觉得邮票很好看，

有的朋友觉得邮票是收藏品会不

断升值，还有些懂邮票的朋友则会

告诉我们，邮票是“国家名片” ，是

“缩微百科” ， 是值得品鉴的特殊

艺术品。 这些答案全是对的，邮票

就是具备这么多的特性。 今天，咱

们就从邮票的诞生和发展开始聊。

邮票诞生

并非传奇

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1836 年，

伦敦的郊外，一位姑娘和邮差争吵了

起来———“你得付钱！ ”“我没钱，信

还你，我不要了！ ” 这阵喧闹，打断了

当地教师罗兰·希尔的日常散步，他

快步上前询问缘由。

争吵的原因很简单，姑娘付不起

邮费， 因为当时英国的邮费很昂贵，

哪怕对收入不错的工人来说，收区区

几封信就能耗尽他们一个月的工

资———信全都是到付的。 热心的罗

兰·希尔帮姑娘垫付了邮资， 但是姑

娘却不好意思地承认，她其实已经跟

亲人约好，在信封上画上不同的暗号

传递信息，刚才她已经看到信封上画

了报平安的圈圈， 根本不用付钱收

信。罗兰·希尔不喜欢这种欺骗行为，

但又觉得邮费确实太贵，纠结的他苦

思冥想，最终提出了预付邮资购买邮

票作为付款凭证，再将邮票贴在信封

上寄信的方案， 并大大降低了邮费，

因此，罗兰·希尔成了邮票之父。

关于邮票的发明，上面这段可能

是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听起来也非常

传奇。 但其实，邮票的发明跟其他很

多科学发现以及发明创造一样，并不

是某人灵机一动的“鬼点子” ，而是

人民群众的智慧被一位代表人物发

扬光大。

早在 1653 年， 法国就有人发明

了类似邮票性质、用夹子夹在信封上

的付款票。 1680年，英国有人发明了

在信封上盖戳表示邮费已付。而在罗

兰·希尔的年代，奥地利、苏格兰等地

也有多人提出了邮票的构想，此外还

有不少地方都使用过类似邮票的邮

资已付凭证。 而罗兰·希尔则很可能

汲取了前人的想法，自己出版了一本

《邮政改革：其重要性与现实性》，后

来得以着手改革当时英国的邮政，系

统性地推进了邮票的使用，发行了著

名的“黑便士”“红便士” 邮票。

所以， 恐怕并不能说罗兰·希尔

靠自己凭空发明了邮票，他最重要的

贡献还是成功地建立了整套邮政制

度，因此他也被尊为“近代邮政制度

之父” 。 邮票被发明没多久，全球各

地也陆续推出了自己的邮票，因为各

国都有邮政需求，而且当时印刷技术

稍作调整改进，也足以应付早期量产

邮票的需求了。

国家名片

微型百科

最早的邮票，是表示邮资已付的

凭证，代表国家发行，因此一开始邮

票上边的图案注重体现权威性，常常

会选用当时君主、元首的肖像或国家

的象征物等等。 但是后来，邮票除了

服务邮政业务，慢慢又担负起了纪念

意义，比如重大事件、节日或历史名

人，就常作为邮票的选题。 还有些邮

票， 则是为了展示国家发展成就、文

学艺术、大自然、古迹、宗教民俗等等

而发行。

世界各国在选择邮票内容的时

候，都会仔细考量，将最能代表自己

国家特色的内容作为邮票选题，如果

你能对某个国家邮票上典故如数家

珍，那你一定也对该国的文化有相当

的了解。 也难怪只有方寸的小小邮票

却可容纳天地、能被称为“国家的名

片” 和“微型百科全书” 了。

在我国，邮票的设计需要成立专

门的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严格论证，

确保要用邮票讲好中国故事，始终坚

持政治性、艺术性、人民性相统一原

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翻开咱们国

家的邮票发行目录，就会发现这是中

华文明的缩影和连绵不断的历史记

录，当然，还有祖国的壮丽山河。

而这些让邮票有了新的价值和

意义， 也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

题，从使用角度来说，邮票确实已经

慢慢淡出大家的视线了，但作为文明

的载体， 邮票则变得内容越来越丰

富，印刷越来越精美，还用上了荧光

油墨、AR等技术， 能让邮票更好看，

更有交互性。

学会发掘

邮票之美

不过，要想完全领略邮票的美，了

解背后的知识，咱们还得费一番工夫。

因为邮票有个特点， 就是意义大底蕴

深，然而描述太少，往往是一张精美的

图片，配上一行说明文字，更多的信息

和背景知识，咱们难以了解，经常需要

查阅资料才能充分欣赏。

拿 2002 年 11 月 8 日发行的一款

小型张来说， 如果我们只拿到这张邮

票，就是这样：

(1-1）黄河壶口瀑布（金箔小型张）

800分 1150万枚

志号：2002-21GM

发行日期：2002年 11月 8日

版别：影写（压公印制）

小型张邮票规格：60x40室米

全套面值：800分

小型张外型规格：130×90毫米

设计者：阁炳武、刘弘

影者：崔晓红、李信

印刷厂：北京邮票厂

对此， 我们只能直观地感受到气

势磅礴， 知道邮票上这个地方叫黄河

壶口瀑布而已。 而就算我们去权威网

站查找，往往也只能看到这样的信息。

而如果我们有合适的参考书，就

能轻易地找到这样的信息：

发行时间 2002年 11月 8日

志号 2002-21GM

票名 黄河壶口瀑布（金箔小型张）

图名 黄河壶口瀑布

设计者 阁炳武、刘弘

元旦是新年的第一天。 元，谓

“始” ， 凡数之始称为 “元旦，谓

“日” ；“元旦” 即“初始之日” 的意

思。“元旦”一词通常指历法中的首月

首日， 现在专指公历新年的第一天。

����壶口瀑布是黄河上唯一的大瀑

布，位于晋陕大峡谷中段。黄河流经于

此时，500�余米宽的黄河洪流骤然

被两岸坚硬的岩石所束缚，这里

的地形上宽下窄，黄河之水有

如从巨大无比的壶中倾出，

故名“壶口瀑布” 。 这枚邮

票充分展现了黄河壶口

瀑布倾泻而下的磅礴气

势， 既表现出壶口瀑布

“黄河之水天上来” 的雄姿，又体现了

中华民族勇于拼搏、 不断进取的鲜明

性格。

每年的邮票年册到手， 往往是各

个领域内容都有，有点眼花缭乱，不够

系统。而很多邮票相关的书籍，会系统

地组织特定内容的邮票， 为其撰写说

明。 比如 2024 集邮日历 《方寸天

地———邮票上的中国名山大川》，就

以邮票为媒， 以山川为点， 以时间为

线，系统梳理、全面呈现中国已发行的

名山大川、节日、节气、生肖相关邮票，

翻阅起来别有一番收获。

最后总结一下，邮票的发明，其实

是群众智慧的结晶。而邮票本身，虽然

其使用价值已经慢慢消失， 但是它的

文化价值则依然璀璨， 我们要想更好

地欣赏邮票， 自己也

得多查多问，做些

功课才行。

据科普中国

驿站

图 片 来 自 ：2002-21�

《黄河壶口瀑布》小型

张 |�邮票目录 (chi-

nesestam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