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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邮票的诞生，催生了人类集邮文化；集邮的发展，演绎了一

幕幕集邮活动的精彩活剧。组集参展是集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一名普通集邮者变成邮集作者，再到有作为的参展者，这

不仅是集邮水平的提高，更是将集邮兴趣转变为对集邮文化追求

的一大步跨越。

邮展活动的兴起与邮资票品的诞生几乎是同步的。今天，集

邮展览早已成为国内外一项集邮文化交流和智力竞赛项目，不仅

国内邮展经常举办，每年还将举行几次世界或国际竞赛性邮展。

中国号称集邮大国，但它要发展成为集邮强国，就必须在邮集制

作水平上进一步提高。有鉴于此，我们专门组织编写了这本《大

家都来做邮集》。

实际上，指导集邮者编组邮集的书和文章已经出版、发表了

不少。但我们发现，它们要么太过于专业，使普通集邮者阅读起

来很吃力；要么操作性不强，让有兴趣开始动手组集的人不得要

领，不知如何循序渐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大家都

来做邮集》一书是专门针对那些对集邮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并有

兴趣进而尝试编组邮集的读者们编写的。为此，书中七个单元都

不按“章节”设置，而是叫“讲”；语句表述尽量做到口语化，为

的是读起来更加轻松；以文配图、以图释文，为的是看上去直观

易懂；内容由浅入深，为的是使人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理论

与方法兼顾、规则与实例并举，其目的是增强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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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做邮集

愿我们的这些初衷，能够在您阅读了本书之后得到验证和实现。

本书的执笔人是：第一讲，潘勇；第二讲，马 ；第三讲，

杨波；第四讲，查道庆；第五讲，陈波；第六讲，赵国强；第七

讲，梁耀华。主编马 ，统稿梁耀华。

本书编写工作得到亚洲集邮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集邮联

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佳维的关心与支持，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

本书作序，为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书中存在错漏之处，真诚希望广大读

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以利于今后修改完善。

武汉市集邮协会

2007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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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集邮与邮集
（代 序）

论集邮，湖北在全国一向是比较活跃的省份之一，近年尤其

走在了前列。首届中华全国网络集邮展览就是由湖北省集邮协会

承办的。2007年“五一”黄金周，他们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集邮

论坛上介绍了此届全国网络邮展的情况，概括了做法、特点，总

结了收获、体会，对有关问题提出了切实的解决措施。我在会上

和与会代表听了介绍很受启发，湖北集邮之所以不断开创新的局

面，关键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有锐意进取的领导；二是有骨

干力量和比较巩固的组织基础。

若论湖北集邮的组织基础，省会城市———武汉市首当其冲。

正值首届全国网络邮展接近尾声之际，获悉由武汉市集邮协

会牵头编写的《大家都来做邮集》一书也将出版，这又是一件值

得庆贺的好事。从收集邮票到编组邮集，邮集中不仅只放邮票，

做邮集需要有工具，从一页贴片做起……这是书中第一讲的内

容。由此，该书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进而介绍了邮集怎样分

类，怎样编制各类别邮集，逐步让读者走近集邮展览，从而进一

步了解展品评审，传授获奖秘诀等等。通过阅读这本书，会使初

学者入门，会使已跨入门槛的集邮者向更高的标准迈进……

以上仅举首届全国网络邮展和《大家都来做邮集》出版两

例，不由使我回顾与联想起湖北及武汉邮坛的人和事。在进入

21世纪的第一年，《湖北集邮文选》 （第四辑） 与大家见面了。

文选中荟萃了湖北集邮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其中，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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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集邮展望》一文给我印象极深。他在文中写道：“面对

希望和挑战的新时代，集邮还能走多远？”文中提出一些问题，

分析阐述了有利的观点，提出了应采取的得力措施。而积极开展

网络集邮活动，则是文章中鲜明的倡议之一。全文的结论是：蓬

勃发展的青少年集邮，永远代表着集邮的未来。

同样在世纪交替之际，《武汉集邮文选》也为集邮发展推波

助澜。书中的理论篇、邮史篇、传统篇、专题篇、青少年集邮

篇、综合篇，各占一定比重。看来，湖北也好，武汉也罢，他们

的工作是呼应的、一致的。当前，正值我国集邮事业发展的关键

时期。集邮事业，也是“全国一盘棋”。局部地区及组织能够站

在全局的高度，将自身的工作做好，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才是

对全局的支撑。局部工作做得好，有实践、有理论、有作为、有

发展，这样自下而上，通过各级集邮组织和广大集邮爱好者的共

同努力，就能使我们整个集邮事业有规划、有目标、有方向。

集邮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利因素，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

分。集邮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会枯竭的。正因为如此，集邮前景

广阔，事业辉煌，但仍需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欢迎大家集邮。只有先集邮，才会制作邮集；只有邮集参

展，才会进入邮展的殿堂。我们欢迎和等待着您！

2007年 6月 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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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从收集邮票到组编邮集

第一讲 从收集邮票到组编邮集

一张小画不算大，四边锯齿密麻麻。山南海北它走遍，千里

传话全靠它。

或许，你已经看出了这段话的含义。在这条谜语里，小小的

画幅、密密的齿边、长途的旅行、异地的通讯，使我们很容易联

想到通信时使用的邮票。

自 1840年 5月 1日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诞生以来，我们的生

活就被这小小的、花花绿绿的纸片所改变。即便是到了 21世纪

的今天，它依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世界

各地人们的目光。方寸小天地，邮票大舞台。大千世界的历史事

件、杰出人物、地域风情、人文风貌、天文物候、环境生态等

等，这些过去、现在、将来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人、事、物，都

浓缩到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之中。通过它们，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人

类的发展历史、世界的风云变幻、文化的传承流变、风物的曼妙

绚彩，更能在收集、欣赏、研究的过程中，品味出人生的种种快

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最初人们被邮票所吸引，其实就是源

自内心里对美好事物的原始追求。当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

便士”在英国诞生后不久，当地的一些妇女就用收集到的邮票装

饰自家的门帘、窗户、糖果盒。眼光独到的教师则让他们的学生

用收集到的邮票查对地图，并按区域划分进行粘贴，来激发孩子

们学习地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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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满足于孤芳自赏式的集邮，各种

活动、组织、展览纷纷出现。1852年 9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

一次万国博览会上,比利时地理学家菲利普·温地美伦 （Phillip

Vandermaelen） 在布鲁塞尔用镜框展示了他收集的 88 枚邮票。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个人邮票展览。1861年，伦敦的柏青巷出现

了一处露天交换邮票的地方，成为当时邮票收藏者的聚会地。

1865 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集邮团体。1869 年 4 月 10

日，世界上第一个集邮组织———伦敦集邮协会成立 （1907 年 3

月 1日改名为英国皇家集邮学会）。1873年，奥地利在首都维也

纳举办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全国集邮展览。1881 年 11 月 13～20

日，第一次国际邮展在维也纳举行。在随后的 40多年里，集邮

的组织建设、邮集的制作展示等，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

集邮也从最初简单的收集邮票，发展成集收藏、研究、欣赏为一

体的文化活动。1926年 6月 18日，国际集邮联合会（以下均简

称 FIP） 在巴黎创建，并在瑞士苏黎世注册，成为促进世界集邮

发展的国际性专业组织。这个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订国际

邮展规则、指导各类别邮集制作、赞助各类国际邮展，它成为推

动和发展集邮文化的重要力量。

我国集邮活动的兴起，源于中国第一套邮票的诞生。1878

年（光绪四年），清代海关邮政发行了一套大龙邮票。第二年 6

月 13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收买信封老人头”的征购

广告（“老人头”即邮票），使当时的人们大感惊奇。1880 年，

上海清心书馆 《花图新报》 刊登了一篇 《各国信馆之印图》

（“印图”即邮票） 的文章，向人们介绍了收集邮票对于青少年学

习的好处。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介绍集邮相关知识的文章。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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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居留在上海的外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集邮组织———上海邮票

会。1915年，五洲邮票社在苏州阊门外开业。1922年，由中国

人自己创建的神州邮票研究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开始出版会

刊。19世纪 20～40年代，中华邮票会、新光邮票会、甲戌邮票

会相继成立，成为当时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大集邮组织。许多邮

会自办会刊，推广和传播集邮文化。这些早期的集邮文献，为后

来的集邮者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1926年 10月，上海的周今

觉以个人名义送展的 4册《邮乘》杂志，在美国第二届国际邮展

上荣获文献类特别铜奖，开启了中国集邮者参加国际邮展的先

河。1933年，湖南姜治方制作的《中国首航封集》，在比利时首

届航空邮展上荣获航空类银奖，为我国专门类别的邮集走向世

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集邮活动得到新的发展（图 1- 1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纪念邮票）。1955年 1月 10日，中国集

邮公司成立。同年 1 月 29 日， 《集邮》 杂志创刊。1957 年 7

月，我国选送了 11部邮集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与学生

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青年邮展，姜治方制作的邮集《中国早期实

寄封》荣获邮政历史类金奖，成为我国在国际邮展上获得金奖的

第一部邮集，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文革”期间，集邮活动受到

图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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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但许多集邮爱好者利用各种方式坚持集邮。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集邮活动开始复苏，在短短数年内，各地集邮协会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0年 1月，《集邮》复刊，标志着群众性

集邮活动的再度兴起。经国务院批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以

下均简称 ACPF） 于 1982年 1月 30日成立。20多年来，我国集

邮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快速发展，不断壮大，成为一道独特

的文化风景线。

进入 21世纪，新兴产业文化的发展，使传统的集邮活动受

到影响，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依然不断释放出迷人的光彩，越

发显现出鲜明的文化特性与魅力。毫无疑问，集邮活动的过去、

现在乃至将来都一样，魅力无穷，历久弥新！

一、学会整理邮票

古代通信，往往借助于一些自然物候、基础设施、人力、畜

力、飞鸟等方法或手段加以实现，信息传递极为不便。唐代大诗

人杜甫在《春望》诗中就有“家书抵万金”的句子，可见当时尤

其是战乱时期，邮件传递的艰难。

在我国古代，边防警备通信制度采用烽燧（图 1- 2为新疆库

车县的汉代烽燧）。《汉书·贾谊传》中说：“烽用火，燧用烟；

夜宜用火，昼宜用烟。”烽燧制度

发源于西周，完备于秦汉，一直

沿用到清末。作为古代官方通信

和交通的组织，邮驿在汉代以前，

邮以步递为主，驿以车传马递为

主。东汉时邮和驿并称。邮驿的图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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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非常严密，邮递的速度也相当快，一天可以接力连传

500里。邮驿不负责民信传递，所以普通民众间的信息交流极为

不便。直到明代永乐年间，浙江宁波才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办理民

间书信传递的民信局。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有大小民信局 1 000

多家，大大地方便了民众通信。

（一） 邮票的来历

在 1840年以前，世界上还没有邮票。在当时的英国，由于

信件传递过程中存在邮费高昂、邮资凭证不明确、邮件收取时间

不确定等问题，加上寄信需要由收件人交费，所以在一些地区出

现了拒收邮件的情况，给邮局造成了经济损失。

为此，罗兰·希尔 （Rowland Hill，1795- 1879，图 1- 3） 于

1837年 1月向英国国会提出了《邮政改革的重要性和实行办法》

的建议，希望政府采用减低和均一邮资的政策。他建议，在英国

境内，凡是重量在 0.5盎司（14.175克） 以下的邮件，不论距离

远近，一律收费 1便士，实行预付邮资的方案。他还提出了邮票

最早的概念：“以一大小恰与邮戳相等的纸片，背面涂以胶液，

略蘸水后即可粘于信件背面。”

1839年，英国国会批准了这一提案。1840年 5月 1日，世

图 1- 3 图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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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发行（图 1- 4），5月 6日正式开
始使用。从此，相隔千里的人们，通过方便、快捷的邮政服务，
将心意、心情传递到世界的各个地方。一种因为邮票的发行而出
现的世界性文化收集活动———集邮，也随之产生了。
（二） 邮票的定义和属性
邮票是由国家或地区邮政主管部门发行，专供寄递邮件贴用

的邮资凭证，属于有价证券。这是它的基本属性。同时，邮票又
有着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近些年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地区
开始实施邮政市场化政策，将邮票发行事宜委托给指定的商业机
构具体操作，邮政主管部门只负责监督和管理，确保邮票发行的
严肃性、规范性和公正性。
邮票的诞生，是近代邮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黑便士邮

票发行后，世界各国相继发行了邮票。我国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为
清代海关大龙邮票。
经清政府同意， 1878 年，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1835- 1911，英国人） 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定，指
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德国人） 在北京、天津、
芝罘（今烟台）、牛庄（今营口）、上海五处海关试办邮政业务，
收寄华洋邮件。同年 7月，发行了中国第 1套邮票———海关大龙
邮票（图 1- 5）。

图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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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从收集邮票到组编邮集

邮票通常具有 3个明显的标志：发行国家或机构的铭记，

面值或相当于面值的标志，图案。

保加利亚革命领袖季米特洛夫将邮票比喻为“国家的名片”。

作为邮资凭证，邮票随着邮件传递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过

各种图案，邮票又把所属国家的人文历史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成为国家形象的一种直观反映。

由于世界各国邮票发行数量庞大、品种繁多，为便于区分，

人们按特点、用途、功能、材质、形状、齿孔等等为邮票区分出

不同的种类。现在世界各国发行的邮票大体可分为普通邮票、纪

念邮票、特种邮票、航空邮票、欠资邮票、加盖邮票、军事邮

票、快信邮票、快递邮票、挂号邮票、包裹邮票、公事邮票、慈

善邮票、附捐邮票、储金邮票、汇款邮票、专用邮票、限地区使

用邮票等等。

以上是按邮票的特点、用途、

功能来划分的。在收集的过程，

人们还以邮票的材质、形状、齿

孔来确定邮票的种类。按印制邮

票材质可分为纸、金属 （金箔、

银箔、铝箔、铁箔等）、丝绸、绢、刺绣、钻石、水晶（图 1- 6

为奥地利“施华洛士奇水晶世界”邮票） 等；按形状可分为矩

形、圆形、三角形（图 1- 7为 1853- 1858年好望角三角形邮票）、

图 1- 7

图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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