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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一向被誉为微型百科全书，包罗万象，满目琳郄。在世界

各国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地发行的邮票上，以褒奖颂扬英雄豪杰、名

家伟人为内容的题材极为广泛突出，且伴随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社

会文明进步而英雄辈出，群星璀璨!

年过半百、儒风雅气依然的姚文群先生，长期以来在酷爱搜集

邮票和热心于基层邮协常务工作以及广交集藏界朋友的同时，潜

心于对邮学的钻研，孜孜不倦地撰写了大量有关集邮方面的文章，

编著出版了《名人与集邮》等集邮知识丛书。更为令人称道和可喜

可钦的是。他默默勤奋笔耕不辍，先后已在国内外多家报刊、杂志

上发表近200篇人物邮票题材的文章。近年来他对自己所写的人

物邮票文章，逐一校正史实介绍依据，又在周详、准确上下了功夫；

经过精心遴选去粗取精以及文字修改增删，确定120多篇，相应配

置邮票原图，分类列目而得以汇编成《邮票人物志》。该书颇具一

定的史料和可读性，文笔清晰流畅，图文并茂悦目，寓教育于方寸

之中，树楷模以激励后人。同时，对如何通过集邮研究增知益智、

学写邮文、陶冶情趣，给广大集邮爱好者亦有所启迪与裨益。

奉作者再三面约，盛情难却，加之鄙人同样有集邮之爱好，从

多年交往接触中深受其对集邮文化研究之执著与写作成果来之不

易所感动，故乐而为序。

赵明

1999年3月22日

(序作者系原扬．朋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扬州市集邮

协会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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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1983至1998年间在国内、香港、台湾及新加

坡等地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人物邮票题材文稿120余篇，包括“先贤

伟人中华英杰”、“文学大师艺坛明星”、“科学巨匠各方名家”等

内容，并附有《中国邮坛泰斗》、《江苏邮坛‘一枝梅’》等7篇收藏界

名望人物的报告文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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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邮票与端午节习俗

“蓐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古来无数学者志士．以屈原的这旬名言激

励自己，奋发向上，真是“一曲‘离骚)万古心”。

1953年，我国著名诗人屈原，同波兰天文

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霄、古巴诗人何塞-

马蒂，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邮电部为此

发行了纪25“世界文化名人”邮票(圈1)。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战

国时楚国人。初时辅佐怀王，官居左徒，学识

圈1黜§诗人屈犀渊博，政治上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

秦，后遭谗去职．贬为三间大夫．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和汉北，得以接

近人民群众。楚暑首都郢(今湖北江陵)被秦兵攻破后．他深感自

己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汩罗江而死。屈原所作‘离骚)、‘九章)、

‘九歌)、‘天问)等作品，对后世影响甚大。特别富有瑰丽想象的

‘天阃)，诗人从天地、日月到天体构造，从神话传说到历史事件，提
出了怀疑和质问，列出了170多问，感情真挚强烈，气势磅礴，表现

出作者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体现了朴素的

唯物主义思想。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不但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学

影响深远，他属于全世界，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日、德、法、意

等许多国家的文字．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珍品，享有巨大的国际声

誉。唐朝诗人李白赞日：“屈平诗赋悬日月”。

屈原的遭遇探得后世同情，屈原的精神更为人们所钦敬。抗

战时期，我国文坛巨匠郭辣若写出著名历史剧<屈原)，歌颂屈原不
·l·



畏强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膏风亮节。对当时丧权辱国的国民

觉反动政权进行了有力的批爿，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香港凤

旦电影公司摄爿的宽银幕历史故事片‘屈原)在国内上演后．受到

理众热烈称赞．影片主题敢(桔瑷)更为人们广泛传唱．屈屎精抻已

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象征。

我国民间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就是为纪念屈原而设立。这

天大家都要挂昌蒲，招屈原之魂；吃粽子。祭届原之尸；竞龙舟，拯

届原之体。香港邮政署1985年6月19日发行“蜡午节”邮票4枚，

西面以连票形式，表现了端午节龙舟竟渡的欢腾场面，同时发行了

龙头图案的首日封和小全张，极具民族气派。在屈原殉身的汩罗

江畔，屈子祠修葺一新，柯内供着屈原的神龛和著作。附近的“三

闻大夫墓”香火不绝，人们来此凭吊诗人的伟大英灵。在屈原故里

一湖北秭归三闻，郭老1964年题写的牌坊巍然兀立(图2)，国家

拨款修缮了“屈原纪念馆”、“屈

原衣冠墓”以及“读书洞”、“照面

镜”等三阃八景，供中外游客游

览参观．并在纪念馆塑立了一荨

屈原铜像。在屈原游历过的武

汉东湖，建有“行吟泽畔”景区．

有“行吟阁”、“屈原塑像”、“桔颂 图2期北秭归三呵属刖目

亭”和“屈原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战国时代的爱国诗人。

邮电部1994年发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家”(第二组)纪念邮票，

有l枚诗人屈原的画面。台湾邮政部门1967年发行的“中国诗

人”邮票，全套4枚，其中第l枚即为屈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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