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以为收集生肖题材邮品，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与该生肖相关的地
名邮戳和戳上的日期。这个重要因
素就是地域性和时效性。

目前，收藏到的生肖地名戳有
许多是“临”或“代”字邮政日戳。出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乡镇区划调
整，导致原来是生肖地名的邮政局
（支局、所）相继撤销。例如：高邮市
马棚乡为了满足生肖集邮爱好者需
求，就采用增加临时邮戳代之。

二是原本就没有这个生肖地名
邮戳，被生肖集邮爱好者挖掘出来
与生肖有关的地名。例如：高邮卸

甲的虎头村，以刻制成文化戳、风景
戳用之。

应该说，这两类生肖地名邮戳的
含金量都低于正常营业的邮政局（所）
使用的生肖地名邮戳的龙虬、龙奔。

也就是说，“临”字或“代”字生
肖地名邮戳为集邮而集邮，具有浓
厚的商业色彩，而不是邮政普遍服
务业中日常使用的邮政日戳，而集
邮收集的邮品就是在邮政普遍服务
中自然形成的邮品。

再说说生肖邮票销盖戳的最佳
时间。

生肖邮票，发行时间为1月5

日，这个日期与生肖文化本身几乎
无关。但是这个戳也有它的存在意
义，毕竟反映的是生肖邮票中的首
发日期，这一点不能忽视。

与生肖有关的时间节点一般而
言就是除夕和正月初一尤以交接封
难求。原因：除夕日正常上班，正月

初一正常上班的邮政营
业部门少之又少，所以
想收集生肖藏品的要重
视这一现实。我虽集邮
多年，但拿不出几件交
替实寄的生肖封片，正
月初一实寄的邮品也很
少、总之要明确收藏目
的，编什么邮集，重点在
哪里、然后选择生肖邮
品的邮戳。

生肖戳地名与日期的最佳选择
□ 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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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份，我编组了一
框文献类邮集《运河情》——高邮
市大运河集邮研究会六周年回眸，
用文献邮品记录了大运河集邮研
究会6年来的工作。去年8月份是
大运河集邮研究会成立7周年的
日子，9月份大运河集邮研究会与
高邮市水利局共同举办了大运河
集邮展览，我编组了一框专题邮集
《运河水》作为《运河情》的姊妹篇。

凭直觉《运河水》这部邮集还
是比较好编组的，但是到了真正
编组时却遇到了梗阻。首先专业
知识储备不足。一是我对运河水
的水路一知半解，在我认知中运
河水是长江水，由南往北，或由北
往南，再输送到支流，一路畅通。
其实不然。编组专题邮集要准确
地表述运河水的路线，有一个环
节理不通就会被卡，编不下去。
二是邮品的局限性。邮政发行的
大运河邮票很少，不能满足命题
邮集的要求，这些都增加了编组
的困难，打破了我原来的认知。

面对困难只有去学习，从书
中和有关史料中找标准答案。我
看过的大运河8盘光碟，把光碟中
的解说词全部用手写的方式记录
下，记录簿中的资料就成了大运
河的史料，需要时间去查寻，找标
准答案。阅读有关大运河书籍，
理清水路。再从网络上查资料，
进一步梳理运河水的走向、来源、
分支和运输通道，弄通运河水的
来龙去脉和分支，查阅资料花了
我编组邮集的一半时间。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大运河
的水系，相互之间的衔接。京杭
大运河，1794公里，北起北京，南
到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
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大运河
全程可分为七段：通惠河、北运
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
河、江南运河。沟通了海河、黄
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大运河水
是分段流淌的。大运河是由人工
河道和部分河流、湖泊、河道、江水
共同组成的，各回各家，以此来确
认它各个河段的源头。鄱阳湖、洞
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等大淡水
湖与长江相通，有调节水量的功
能，长江水可以进入大运河。

通过学习，我明白了大运河引
水工程。我国南到北地势北高南
低，使用水闸水坝可以调节水位。

水闸、水坝在防洪、调节水位、沟通
南北大运河、漕船的运行、控制排
水和灌溉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
用。京杭大运河南至扬州，再与淮
河水系相接，淮河水闸、水坝使得
江淮之间的货物运输更加便捷，加
强了北方与长江流域之间的联
系。黄河上修建拦河闸大坝沟通
了南北运河。大运河水量充足，两
岸居民可用于灌溉农作物，大运河
水源通过节制闸进入到灌溉区
域。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即从江苏
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具有引水
排涝、通航、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
利用功能，是国家战略东线工程，
向华北地区输送生产、生活动用
水。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
贯通水路交通,实现了南北之间的
物资交流和文化沟通。

理清了大运河水路，我顺利地
编写出了邮集纲要。共列出了四
章16节，一是大运河水的线路，二
大运河引水工程，三是大运河水的
功能，四是大运河水造福于民。

根据纲要购买邮品。大运河
邮品发行的邮票少封片多，为了避
免这一问题，我对邮集做了适当的
拓展，尽最大努力做到封片票的均
衡搭配。在邮品的购买中遇到空
缺，有钱在网上买不到，缺一枚邮
品一页贴片就难以完成，真是让人
苦恼。自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大
运河邮品，还是补不齐。如运河名
城临清，在大运河上有着重要位
置，但就是找不到有效的邮品，几
次求助济宁大运河研究会会长王
景生，大热天的他帮我找了邮戳和
邮资片寄给我。分别与大运河沿
线城市和本市的邮友们联系帮忙，
经过邮友们的帮助，终于把空缺的
邮品补齐了，欣喜若狂，邮友相互
帮助的感觉真好！

通过编组这部邮集，我深深
地体会到大运河邮集不同于其他
的专题邮集，它要求围绕大运河
这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好
运河故事，要求纲要章节之间注
重逻辑性、均衡性，做到环环相
扣。正确使用邮品，坚持用邮品
讲故事。

千年流淌的大运河为人民群
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实惠，运河水孕
育了城市，滋养着古镇，造福于民，
勤劳智慧的运河儿女，依托独特的
运河水资源，在这片浸润了千年悠
悠的土地上幸福快乐地生活。

《运河水》邮集心得
□ 潘秀珍

编者按 由市融媒体中心和市集邮协会联合主办的《秦邮亭》栏目，将从今年开始在每月中下旬与
广大读者和集邮爱好者见面。

本栏目设有《盂城邮人》《盂城邮话》《盂城邮画》（集邮题材的摄影、美术作品）和《古诗颂邮都》（相
关书法作品）等栏目，欢迎广大读者和集邮爱好者赐稿。同时，希望大家对如何办好这个专栏提出高见。

参观了“高邮 2023中华全国
集邮文献展览”，更清楚地理解了
集邮文献展览中集邮文献类与文
献集邮整理类的不同。集邮文献
类属于国家级专项邮展类别，而根
据《文献集邮整理展品征集及评审
办法》评审规则，文献集邮整理类
暂时不属于国家级专项邮展类别，
不纳入国家级邮展成绩，可单独评
奖。对于“文献集邮整理类”展品
的分类，有不少专家会士作了论
述。这里，笔者根据对本次集邮文
献展览中“文献集邮整理类”展品
的学习和研究，试着给“文献集邮
整理类”展品作分类，目的是提供
给集邮爱好者研究和整理“集邮文
献”一个思路。

一是回顾集邮历史，花落有
痕。记录各研究过往的集邮人、事、
活动及资料，见证一段历史，体现集
邮文化的厚重，弘扬和传承优秀的
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人物类，
如《郭润康：大众化集邮的践行者》；
社团类，如《周今觉创建的中华邮票
会开创了中国集邮的新纪元》
《1980年代的上海大学生集邮》；集
邮报刊类，包括官办的、民办的，如

《<中国集邮报>文献记忆》；集邮活
动类，包括邮协会议和各类邮展等，
如《中国邮文化节》《全国集邮联首
次邮展筹备史料》；创建类，如《中国
集邮家博物馆筹建、开馆工作回眸》
《打造东方邮都》。这一大类与下面
几类相比，它更富有历史感，侧重回
忆，保留过往的印迹，挖掘历史意
义。集邮史选题广泛，素材众多，展
品易于交换取得，但要达到高水平，
不仅需要大量精力，还要有一定财
力的投入。

二是邮人邮事，记录个人集邮
历程，抒写心路情怀。个人的集邮
活动经历，《邓和茂爷爷亲历中华全
国集邮联合会“二大”记》《我出席大
连市集邮协会一大》《机要邮件传递
60年》。每一个集邮爱好者都会有
一段独特的集邮历程，它成了集邮
爱好者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视如
生命，集邮陪伴人生，休养身心。所
以，每一个集邮爱好者都可以编辑
出一部属于自己的展品，可以是一
个浓缩的集邮人生，也可以是一个
影响自己集邮的事件。

三是聚焦邮品，明辨邮票邮品
的前世今生。如《“稿”字邮票的“身

世”》《盐阜地区邮票文献资料整
编》。一些邮品的版别、厂铭、错版，
甚至原稿、假票等，这一类需要有较
高的邮识，更能体现研究的层次。

四是集邮相关，普及集邮，弘扬
集邮文化。如《<邮缘>我国首部浪
漫的集邮电影》《社会报刊的集邮报
道》。这些虽然不都是邮协本身的
集邮活动，但也与集邮相关，紧扣集
邮，都有意义。

本次文献集邮展览，展品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体现了参展者对
集邮文献收集、整理、研究达到了
一个较高的层次。但在观展时，笔
者还觉得，在编组时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研究，借鉴学习，要有精品意
识。一是要避免平面化，要有立体
感。编组展品，不能简单罗列文
献，不能依次叙写历史；不但要有
历史进程，还要发掘历史规律，更
要联系时代背景，以此叙说大时代
中的集邮史。二是要避免只展示，
要会叙事。要明确主题，按照主题
梳理出一条叙事线，学会讲好故
事，以此来编组展品。三要避免泛
化，要有精品，不是所有文献都能
参展，一定要紧紧围绕“邮”字说
话，即使是邮品，也要有所选择，去
粗取精，以高价值的文献取代低价
值的文献，这也提醒我们，各种集
邮活动和邮展工作要有档案意识，
重视保存，善于整理。

文献集邮整理类的思考
□ 吴水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