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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展品《汉字》《牛》欣赏
!

金飞声

邮展展什么？邮展主要展的是集

邮爱好者运用邮品根据一定的方式

和规则编组的展品。

一部展品，它向人们展示某一方

面的知识，展品的编组者不仅要懂集

邮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是展品专题

所涉专业的“行家”，如我市在扬州市

邮展中获奖的《汉字》展品的作者所学

专业是中文，《牛》的作者高蔚林毕业

于苏北农学院（今扬州大学农学院）畜

牧专业，《药用植物》的作者俞汝怡是

市人民医院的药剂师。有的即使不是

所述专业的科班出身者，但也对所涉

专业有一定的研究和造诣。同时，通过

编组展品也有助于作者对自身专业知

识的提高。因此，他们编组的展品，容

易切入主题，进入“角色”，如《汉字》展

品包含了汉字的起源、演变、结构、分

类、发展方向及书写工具等，《牛》讲述

了牛的种类、习性、分布、用途等知识。

两部展品的思想性也是可以拿

高分的。《汉字》找出邮品上的错别

字，针对社会上不规范使用汉字的现

象，呼吁人们要正确使用祖国文字。

《牛》则从牛的生存条件谈到保护生

态环境，谈到保护牛等人类的朋友就

是保护人类自己。

组集展品并非是同类邮品的简

单罗列。一部好的展品是作者多年知

识的积累，要求作者广泛地收集素

材，匠心独运地使用素材。中国的邮

票上直接明了的汉字多的是，作者却

从J167那朵“线团花”中抠出汉字

“女”，这真是没酒喝出酒味来。面对

J162-2孔子周游列国，稍不留神便有

可能信口指牛为马，《牛》作者不人云

亦云，仔细观察准确认证，恰到好处

地选用这个素材，展示了作者掌握素

材知识的能力。

邮展是集邮者的竞技场，既然竞

技就得遵守规则，《汉字》的作者有不

少名人亲笔信封，但因不是邮政部门

所为，不符合邮展规则，这样的素材作

者一个也未用，再如，牛黄实物再贵，

同样也未上《牛》集。规则是行动指南，

但并不束缚开拓，好的展品有着成功

的拓展，“捉错字”就是《汉字》的拓展；

《牛》中用纪鲁迅“孺子牛”手迹、

T141-3《齐奋进》来表现人具有的牛的

精神是非常妙的，这也是一种拓展。

展品是集邮者收集和研究成果，

是作者素质水平的体现，组集既能培

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可以提高形

象思维能力。组集是一件苦事，苦也可

转化为乐趣，让我们去编组展品吧！

从两枚邮票谈地震
!

张愈

你集邮吗？你有这两枚邮票吗？

这是张衡（纪 33.4-1）和他发明的

候风地动仪（特7.4-2）。

大发明家张衡是东汉人，距今

1800多年，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

测量地震的仪器，比西方要早1700

多年，地动仪里面倒立一个摆，外面

有8条龙，每条龙嘴里衔着一只球，

如果哪个方向发生地震，摆就倒向

哪边，打中那条龙，龙嘴里的球就吐

出来，落在下面哈蟆的嘴里，真可谓

巧夺天工。公元183年3月1日，候

风地动仪上有一条龙的嘴里的球掉

出来，但人们并没有震感，许多人怀

疑仪器有问题。三天之后，皇帝才接

到灾区快马传来的报告，距离京城

千里之遥的陇西发生了大地震。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地震记载

的国家，3800多年前，《竹书纪年》

中记载了夏朝帝发七年登泰山遇地

震的事（当时没有纸笔，用刀子刻在

竹片上记事，所以叫竹书。）。

1975年2月4日，中国在世界

上首次成功地预报了辽宁海城7.3

级地震。这次地震倒塌房屋数百万

间，却仅死亡1328人，百万人震前

转移到室外。地震时正是腊月二十

四夜，北方人吃饺子的时候，因为有

地震预报，少死了10多万人，经济

损失减轻了10亿元。

这三个“之最”值得我们中国人

自豪。

但是，中国是一个地震灾

难深重的国家，历史上一次死

亡20万人以上的地震，全世

界仅有 4次，全都发生在我

国。全球有史记载的一次死亡

5万人以上的地震共17次，共

死亡244.4万人，其中我国发

生7次，死亡 169.4万人，占

69%。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

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震撼

约一分钟，将一座工业城市变为一

片废墟。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有

24.2万人死亡，14.6万人伤残，经济

损失131亿元。但是，唐山地震不是

死人最多的地震。1556年1月23

日，陕西华县发生8级大地震，据记

载，这次地震死亡83万余人，是死

亡最多的一次地震灾害。

中国地震多而大，灾害严重，举

世瞩目。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

都非常重视地震工作。制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正通过防

震减灾10年目标，加强地震监测预

报，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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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
习近平总书记与作家路遥很熟。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

上与主持人曹可凡谈到东方卫视热播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

主动提及他曾和路遥住过同一个窑洞。习总书记说：“我跟路遥

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

《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记者通过剧组介绍并经

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习总书记提及的谷溪本人，并有幸通过电

话采访了这位74岁的古稀老人……

『犹如山花红艳艳』

谷溪说话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听起来真有点费劲，远不如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些演员说的陕北话那么易懂。幸亏，有

个能说流利普通话的女助理帮忙翻译，才使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让习总书记想起了当年的知青岁月，并勾

起了他与路遥、谷溪等人同在一起的青春记忆。话及至此，谷溪

显得十分激动，话儿像延河之水滔滔不绝。

诗人谷溪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说，习总书记所说的

《山花》是他在1972年9月创办的延川县文艺小报，由他担任主

编，路遥常在《山花》上发表诗作。取名“山花”，是因为同年他主

编的诗集《延安山花》经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表后很红火，在国内

外畅销28.8万册，诗集汇集了他和路遥、陶正等10多人的诗

作，已有品牌效应。习总书记所说路遥那时写诗不写小说，就是

指那个年月。当年，早已高中毕业的谷溪已有31岁，他比路遥年

长8岁，两人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并合作发表过诗歌和报告文

学。由于师生关系，路遥总让老师谷溪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对

此，谷溪自豪地说：“路遥是我的学生。”

谷溪创办《山花》后，这份文艺小报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

等作品，先后推出了三代20多位作家，并形成了有名的“山花作

家群”，其中有谷溪、路遥、史铁生、陶正等。在陕北，红艳艳的山

花漫山遍野，其实，这花也叫山丹丹花。

『彻夜长谈在窑洞』

说到习总书记当年和路遥同住一个窑洞时，谷溪说，路遥是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后才离开延川县的。由此推算，他

俩在延川同住一个窑洞应该是在1970年至1973年之间。谷溪

说，作为北京知青，习近平当年来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

队插队落户，路遥则是当地的回乡知青，他很喜欢结交见多识广

的北京知青，他俩那时成了朋友。后来，路遥还与来延川插队的

北京女知青林达（笔名程远）相识、恋爱并结婚。

谷溪说，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离延川县城约有25公里山

路，当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习近平来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

回不了梁家河，他就会找路遥长谈。谷溪当时是延川县革委会通

讯组组长，路遥则是通讯组学员，他们都住在县革委会的窑洞

中，窑洞既办公又住人。谷溪回忆道，当年习近平和路遥进行彻

夜长谈的窑洞是“三间房”，这是专门供来客住的客房。谷溪自己

曾居住过的2排18号窑洞路遥也曾住过，内有印照片的暗房，

习近平与路遥聊天应该也会去那里。可惜，这些窑洞经历多年风

雨已经拆了，如今只留下一张1970年拍摄的珍贵照片。谷溪说，

习总书记当年也爱文学、爱读书，他和路遥等谈文学、谈民生、谈

理想、谈国家……话题非常广泛，充满家国情怀。

谷溪说，路遥虽然只度过42年的短暂人生，但他有大情怀，

他和习近平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路遥病逝前曾嘱托谷溪，他

死后要埋葬在延安的黄土山上，要与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融为

一体。

『亲写通讯留佳话』

在谷溪印象中，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读书

范围广泛，十分好学。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习近平40多年前当

知青时的模样，他随身军包内装的全是书和厚厚的笔记。两年

前，新华网发表了一幅“习近平在延川”的照片，是习近平1973

年与3位青年好友的合影，这正是谷溪自己用延川县仅有的一

台“上海牌”相机，在他们居住的窑洞前那道矮墙旁拍摄的。日

后，有好友将这张珍贵照片制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谷溪说，1975年7月，他给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

习近平在延安报刊上写过长篇通讯《取火记》。他清楚地记得，进

村采访时，因路陡不平，他乘坐的吉普车因打滑无法上坡，是习

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才将车推进了知青们居住的大院里。

在《取火记》中，他记录了习近平为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延川山

区设法用沼气进行煮饭、点灯的生动事迹。他说，建沼气池需要

沙子，是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到七八公里外的前马沟去挖的；建

池时水泥运不进山沟，是习近平带头从很远的公社所在地把沉

重水泥给背了回来；当发现沼气池漏气时，也是习近平为紧急抢

修，和技术员刘春合跳入了沾满粪浆、又脏又臭的沼气池中清洗

池壁，那炎热的夏天把人烤得喘不过气来……习近平为民办实

事不辞辛劳，当年是他在梁家河点燃了陕西第一个沼气池。

说起习总书记，谷溪有说不完的话。1986年，习近平在厦门

写信给他说：“离开延安，非常怀念，常常想回来看看。”1993年8

月，习近平和他在延安久别重逢，那次，谷溪有机会留下了更多

珍贵合影。 （来源：《新民晚报》 摘自人民网）

1970年的延川县城 石焕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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