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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好之·乐之

（代序）

天水一中的张聿军老师告诉我要编一本《天水邮资门票鉴赏（2001—2013年）》，我为此感到高兴的同时，想到了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

“知之”是很容易达到的一个层次。 我们集邮者被称为“集邮爱好者”，可以说已经到了“好之”的层次了。 君不见，近年每逢生肖邮票发行，北京、上海

这样的大城市里，有些集邮者往往是提前一两天就排队等候，风雨不顾，只为求得一纸邮票！ “好之”者虽倍尝辛苦和劳累，却也幸福而自得其乐。 天水是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景点众多，启用邮资门票时间早、范围广、价格高，收集门票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天水当地，收集邮资门票比张老师起步早的人有

之，比张老师收集齐全的人也有之，但很多人止步于“知之”。 张老师则勇于面对苦和累，不曾惧怕劳与困，苦苦追索，这应该是“好之”的境界了。 2011年6

月19日，我参加天水羲皇故里集邮沙龙活动时得知，张老师当天早上与来自全国7个省的600余名选手一起参加了“中国·天水伏羲庙———麦积山自行车

骑行旅游”活动，全程往返有92公里，那天还下着小雨。 让我没想到的是，下午他返回市区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直奔沙龙活动现场，并给大家带来

了他在骑行活动中，挤时间在麦积山邮政所加盖的风景日戳明信片。 由此看来，张老师不但“好之”，而且是很“好之”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张老师的“乐之”

了。

“乐之”比“好之”更进一步。 半途而废，留下遗憾，或是浅尝辄止，叶公好龙，怎能体会到达摩九年面壁修行，玄奘万里求取真经的“乐之”？ “乐之”并不

只为一己之私，而是将苦中作乐得来的成果与他人共享。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 把追索的过程作为自己人生历练的一部分，这样的人生，是厚重的人生，

是充实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 这样的人，已达到乐而忘返的境地。 从这个角度讲，张老师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成果整理出版，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集邮

资料，给我们以便利，体现的是张老师高尚的邮德、师德。

编辑一本地级市的邮资门票目录，全国尚无先例，体例安排是个首要的难题。 是按照时间编排，还是按照旅游景点编排，或是按照邮资图分门别类？

在本书中，张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按照各旅游景点门票启用的时间顺序编排，这样查阅起来就很方便。 细心的张老师还把近十年来各地集邮报

刊上介绍天水邮资门票的文章40余篇收录进本书。 有了这些文献资料，使我们能对天水邮资门票有更深入的全方位认识，不失为创新之举。

编书是充满艰辛的过程，但成书绝对是享受的过程。 很多人只是停留在“知之”“好之”的状态，所以无法体会“乐之”的境界。 期望有更多集邮界的朋

友，能够勇敢地突破“爱好”者的状态，像张聿军老师一样，向社会奉献出“乐之”成果，为繁荣邮苑增光添彩。

001



A
P

P
R

E
C

IA
T

IN
G

T
IA

N
SH

U
I

P
O

ST
C

A
R

D
T

IC
K

E
T

S

前 言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水不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自然风光优美，兼具南秀北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天水邮资门票鉴赏（2001—

2013年）》就是一部浓缩了天水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的小百科全书。 本书围绕“邮资门票”这一载体，通过“门票图录”和“文献资料”两部分内容的荟萃和介

绍，将天水的自然风光、风景名胜、历史文化等尽纳其中，为您打开了一扇了解天水历史人文和旅游文化的窗户。 希望通过《天水邮资门票鉴赏（2001—

2013年）》一书，使您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西部的明珠———“陇上江南”天水。

邮资门票是一种附带有邮政资费的新型明信片式门票，由国家邮政部门与旅游景区（景点）联合开发、发行，有统一的邮政、税务、流水编号，具有门

票凭证和实地邮寄的双重实用功能。 作为邮政用品，它还具有收藏价值。 邮资门票设计精美，一般背面加印有景区的风景名胜，正面空白处加印有景区简

介。 1999年“牡丹”邮资图明信片的发行、开发拉开了我国邮资门票业务的序幕。 一枚门票多种用途，邮资门票一经出现，即以其印制精美、便于邮寄等特

色受到旅游者和集邮爱好者的欢迎。

但现如今人们互相写信、寄明信片交流的意识淡漠，邮资门票使用后能够实寄出去的少之又少，这样使得绝大多数门票的资费都被浪费掉了，加之

邮资门票相对于普通门票印制成本高，因此近些年一些旅游景区又开始转向使用普通门票了。 未来邮资门票的使用会不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也未可

知。 果真如此，邮资门票可真要成为历史，成为仅存于集邮爱好者手中的收藏品了。

天水邮资门票最早出现于2001年。 这一年，天水的街亭温泉度假村和甘谷大像山景区以“牡丹片”为载体，先后加印了天水最早的两批邮资门票。 但

天水邮资门票的大发展却是从2002年开始的。 当年1月10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马踏飞燕”邮资图明信片一枚。 同年2月份，天水麦积山风景区就申请加

印了以“马片”为载体的麦积山邮资门票，全国第一枚“马片”加印片也由此诞生。 后来，天水还加印过“中山桥”“映日荷花”“伏羲庙”等邮资图门票。 但时

至今日，除伏羲庙仍在使用“映日荷花”邮资图门票外，“马片”已在天水邮资门票中占据了独尊的地位。 这和“马片”规格小巧、低碳环保以及用马踏飞燕

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资源优势都不无关系，因而众多集邮爱好者都对“马片”邮资门票情有独钟。

天水邮资门票出现伊始，就有不少本地集邮爱好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这一新的邮政用品集藏领域。 后来，许多外地邮友也参与进来，从而扩大了

天水邮资门票在全国的影响力。 目前已形成了一定的丰硕成果，如众多与其相关的邮集的制作、邮文的发表，还有像《天水邮资门票大全》《甘肃省天水市

邮资明信片加印片图录（门票类）》等作品的问世。 但遗憾的是，十多年后的今天，即使在天水本地，无论是集邮爱好者还是相关的旅游、地税等部门，都未

能收集或保存下一套完整的天水邮资门票。 因此，编写一本内容较为全面、翔实的天水邮资门票方面的图书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书第一部分“门票图录”在尽量全面展示天水各旅游景区邮资门票的同时，将一些图案雷同的门票省略，并辅以文字说明；第二部分“文献资料”则

主要收录了发表在各种集邮报刊上的有关天水邮资门票的研究性或鉴赏性的文章，同时注明文章的来源。 另外，基于版面设计及充实内容等的考虑，本

书也收录了少量的非门券类邮资加印片。

编写《天水邮资门票鉴赏（2001—2013年）》一书，算是对天水邮资门票加印和集藏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希望它能够为天水的邮政、税务、旅游、集藏等

领域保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这也许正是笔者编写本书时潜意识里的一个愿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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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门票图录

麦积山邮资门 ……………………………………………………………………………………………………………………………票 003
仙人崖邮资门 ……………………………………………………………………………………………………………………………票 017
放马滩邮资门 ……………………………………………………………………………………………………………………………票 020
石门邮资门 ………………………………………………………………………………………………………………………………票 022
街亭温泉度假村邮资门 …………………………………………………………………………………………………………………票 025
曲溪邮资门 ………………………………………………………………………………………………………………………………票 027
桃花沟邮资门 ……………………………………………………………………………………………………………………………票 029
农业高新示范园区、伟业生态园邮资门 ………………………………………………………………………………………………票 031
伏羲庙邮资门 ……………………………………………………………………………………………………………………………票 032
南郭寺邮资门 ……………………………………………………………………………………………………………………………票 043
成纪博物馆邮资门 ………………………………………………………………………………………………………………………票 050
玉泉观邮资门 ……………………………………………………………………………………………………………………………票 052
南宅子民俗博物馆邮资门 ………………………………………………………………………………………………………………票 057
秦州集报展、华天订货会、天水一中邮协成立20周年“马片 ……………………………………………………………………………” 061
大地湾邮资门 ……………………………………………………………………………………………………………………………票 062
大像山邮资门 ……………………………………………………………………………………………………………………………票 064
水帘洞邮资门 ……………………………………………………………………………………………………………………………票 070
矿泉疗养院、卧牛山邮资门 ……………………………………………………………………………………………………………票 073
2013年天水邮资门 ………………………………………………………………………………………………………………………票 074

第二部分 文献资料

一套具有历史意义的邮资门票（苟保弟 康 仁 ………………………………………………………………………………………） 077
天水旅游宣传的使者———马踏飞燕（张志刚 ……………………………………………………………………………………………） 078
巍峨大像山 俏丽新门票（蔺许刚 ………………………………………………………………………………………………………） 079
我拥有玉泉观、南郭寺第一号邮资门票（康 仁 ………………………………………………………………………………………） 080
伏羲庙邮资门券版式研究（薛卫东 ………………………………………………………………………………………………………） 080
甘肃的骄傲———马踏飞燕（张志刚 ………………………………………………………………………………………………………） 081
天水邮资门票家族又添新丁（薛卫东 ……………………………………………………………………………………………………） 081
麦积山风景区邮资门票换版（华天仁 ……………………………………………………………………………………………………） 082
又一套天水“马踏飞燕”门券（薛卫东 ……………………………………………………………………………………………………） 083
马踏片庆贺文化节（谭 平 ………………………………………………………………………………………………………………） 084
宣传“羲皇故里”，提升企业形象———天水华天微电子公司发行“马踏飞燕”加印片（王国恒 ………………………………………）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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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麦积山风景区“马踏飞燕”门票（韩满琦 …………………………………………………………………………………………………………………） 085

遍访行空马 皆纳邮集中———记马踏飞燕加印片爱好者张志刚先生（谭 平 ……………………………………………………………………………） 086

麦积山风景区启用新门票（薛卫东 ……………………………………………………………………………………………………………………………） 087

伏羲专用邮资图闪亮登场（天水市邮政局 ……………………………………………………………………………………………………………………） 087

伟哉 伏羲（杨志国 ……………………………………………………………………………………………………………………………………………）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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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门票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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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简介

“东方雕塑馆”麦积山石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地处天水市麦积区

麦积镇辖区，距天水火车站仅 30公里。 麦积山海拔 1742米，又名麦积崖，

是我国秦岭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 尽管麦积山只有 142米高，但孤峰

突起，形状奇特，犹如农家麦垛，故名麦积山。洞窟开凿在山峰西南面的悬

崖峭壁上，有的距山基二三十米，有的高达七八十米，由凌空纵横的一条

条栈道相连接，极为险峻壮观。在如此陡峻的崖壁上修凿成百上千的洞窟

和佛像，在我国众多的石窟中是罕见的。

麦积山石窟始创于东晋十六国后秦（384—417年）时期，距今已有 1600

余年。 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大兴崖阁，造像万千。 据史书记载，著名禅僧

玄高、昙弘曾在此讲学，“聚集僧人三百”。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开凿

或重修不曾间断。 尽管历史上麦积山石窟曾遭遇多次地震、火灾的损毁，

但仍保存下来窟龛 194 个，泥塑、石刻 7800 多件，壁画 1000 多平方米，北

朝崖阁 8座。

麦积山景色秀美，四时皆景，是我国四大石窟中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

结合得最美的旅游风景区。景区内松竹丛生，山峦叠翠，周围群峰环抱，麦

积一秀崛起，自古就有“秦地林泉之冠”的美誉。 “麦积烟雨”的缥缈朦胧之

美更是秦州十景之冠。攀上麦积山峰顶，极目远眺，只见千山万壑，重峦叠

嶂，青松似海，云雾阵阵，远景近物交织，构成了一幅壮美的图景。

【麦积山邮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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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邮资门票统计表

序号 编号 名称 邮资 票价 税务编号 序号 编号 名称 邮资 票价 税务编号

1 2002（28）0002 麦积山石窟 60分 22元 （2002）甘地税 E003 22 2007（2800）-0031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0701422

2 2003（2800）-0007 麦积山石窟 60分 22元 （2003）甘地税 E003 23 2007（2800）-0032 麦积山半票 80分 35元 262050701421

3 2003（2800）-0029 麦积山植物园 60分 17元 （2003）甘地税 E008 24 2007（2800）-0060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0701821

4 2003（2800）-0091 麦积山石窟 60分 22元 （2003）甘地税 E003 25 2007（2800）-0065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0701422

2003（2800）-0094 麦积山石窟 60分 26 2007（2800）-0066 麦积山半票 80分 35元 262050701421

5 （2-1） 东方微笑 60分 52元 （2003）甘地税 E014 27 2008（2802）-0003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0802121

6 （2-2） 伎乐飞天 60分 32元 （2003）甘地税 E015 28 2008（2802）-0006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0802422

2004（2800）-0009 麦积山石窟 60分 29 08-620500-11-0003-000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0802121

7 （2-1） 接引佛 60分 52元 （2004）甘地税 E003 30 09-620500-11-0004-000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0901721

8 （2-2） 胁侍菩萨 60分 32元 （2004）甘地税 E004 31 09-620500-11-0007-000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0901523

9 2004（2800）-0018 麦积山石窟 60分 22元 （2004）甘地税 E005 32 09-620500-11-0008-000 麦积山半票 80分 35元 262050901522

10 2004（2800）-0035 麦积山石窟 60分 22元 （2004）甘地税 E005 33 10-620500-11-0003-000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1001523

11 2004（2800）-0037 麦积山石窟 60分 30元 262050401521 34 10-620500-11-0004-000 麦积山半票 80分 35元 262051001522

12 2004（2800）-0042 麦积山石窟 60分 22元 262050401621 35 10-620500-11-0007-000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1002321

13 2005（2800）-0003 麦积山石窟 60分 32元 262050501421 36 11-620500-11-0001-000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1180101

14 2005（2800）-0016 麦积山石窟 60分 70元 262050502122 37 11-620503-11-0002-000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1180101

15 2005（2800）-0018 麦积山半票 60分 35元 262050502121 38 11-620503-11-0003-000 麦积山半票 80分 35元 262051181101

16 2005（2800）-0034 麦积山石窟 60分 70元 262050502122 39 11-620500-11-0006-000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1180401

17 2005（2800）-0035 麦积山半票 60分 35元 262050502121 40 12-620503-11-0006-000 麦积山讲解票 80分 10元 262051271701

21 2006（2800）-0021 麦积山讲解票 60分 10元 262050601721 44 12-620000-17-0004-999 麦积山敦煌卡 80分 2元 无

18 2005（2800）-0036 麦积山讲解票 60分 10元 262050502721 41 12-620503-11-0007-000 麦积山石窟 80分 70元 262051272501

19 2006（2800）-0015 麦积山石窟 60分 70元 262050601623 42 12-620503-11-0008-000 麦积山半票 80分 35元 262051272601

20 2006（2800）-0020 麦积山半票 60分 35元 262050601622 43 11-620000-11-0001-008 麦积山敦煌卡 80分 2元 无

注：麦积山邮资门票中第 2、第 3枚是“牡丹”邮资图加印片，第 44枚是“爱电影 看天下”邮资图加印片，其他全部为“马踏飞燕”邮资图加印片。另外，
编号 2002（28）0002的第 1枚麦积山石窟邮资门票有左、右副券之分，实际为 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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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8）0002麦积山邮资门票有左、右副券之分，右副券门票加印在先，为本册式，使用时间不长即售罄；左副券门票加

印在后，为散片式，背图的设计去掉了取景框，刷色也略偏冷色。 2002（28）0002 右副券“马踏飞燕”邮资图加印片门票是全国

第一枚“马踏飞燕”加印片，也是麦积山景区的第一枚邮资门票。这枚门票还见有一种宣传样张，图案及规格与 2002（28）0002

右副券完全相同，但样张是一种“白片”，另一面空白，副券处也没有模切线。

2002（28）0002，规格 158mm×78mm（右副券 32mm×78mm，使用票剪角，副券开）

2002（28）0002，规格 158mm×78mm（左副券 32mm×78mm，使用票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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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800）-0007，规格 200mm×102mm（左副券 40mm×102mm，使用票打孔）

2003（2800）-0029，规格 200mm×120mm（左副券 35mm×120mm，使用票撕角）

2003（2800）-0007 是麦积山邮资门票中唯一一枚非“马片”的邮资门票（“牡丹”

邮资图加印片）。 2003（2800）-0029是麦积山植物园邮资门票。麦积山植物园曾长期

作为一个独立旅游景点售票供游人参观，后来才纳入整个麦积山景区统一售票。 这

两枚门票的规格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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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800）-0091，规格 160mm×78mm（左副券 35mm×78mm，新票）

2003（2800）-0091 与 2004

（2800）-0018 相同。 两者的正图

与 2002（28）0002 左副券基本相

同，区别只是两者左侧麦积山石

窟简介的外侧粗竖线变细。背图

左上角增加了 4A 字样，副券设

计也有变化 。 左下三幅图是

2003（2800）-0094的正、背图，规

格 160mm×78mm （左副券 35mm×

78mm，使用票剪角），一套 2 枚，

设计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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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邮资门票中的 2003（2800）-

0094、2004（2800）-0009、2004（2800）-0037

（下左竖图）、2005（2800）-0036（下右竖图）

及 2005 （2800）-0003的正图设计相同，都

没有变化。 本书只列出 2003（2800）-0094

的正图做参考（见前页下中正图）。

上图麦积山雪景门票的编号是2004（2800）-0042，规格162mm×

78mm（左副券37mm×78mm，新票） 。2004（2800）-0042与2004（2800）-

0035背图图案相同，副券税务编号格式不同，2004（2800）-0035的编

号是（2004）甘地税E005，是麦积山邮资门票中最后一枚使用旧税务

编号的门票。 两者的正图与2003（2800）-0091的正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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