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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敏感地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動態
。」被稱為廈大 「土著教授」的鄭啟五，是
一位 「老三屆」的集郵愛好者和集郵專家，
他從5歲起就開始集郵，如今已整整 「一個甲
子」，自稱是 「將郵票愛到骨頭裏」的人。
在他漫長的集郵生涯中，改革開放初期的一
次 「上書」讓他至今仍頗感自豪。

「雖然1978年發行的兩套新郵票，正好

契合了當時全國上下要求思想解放的氣氛，
但全國集郵活動尚未完全恢復。」於是，
1979年9月初，還在廈門大學外文系讀大二的
鄭啟五給《光明日報》寫了一封信，率先發
出全面恢復集郵活動和復辦《集郵》雜誌的
聲音。

《光明日報》在10月14日的 「讀者來信
」中刊發了他的呼籲，並附上中國郵票總公
司業務處的答覆，稱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成
立了集郵分公司，其他城市也在積極籌辦集
郵業務；《集郵》雜誌正在密鑼緊鼓的籌備
中，預計幾個月後就可與讀者見面。

從1957年到2017年，鄭啟五與郵票結下
了六十載的 「深情」。2017年9月，舉世矚目
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將在廈門舉行
，能不能藉此良機為廈門增發一套郵品？頗
有先見之明的鄭啟五於2016年10月向國家郵
政局提出了《為金磚會晤增發一套紀念郵票

》的請求，在國家郵政局網站刊登後被多家
報刊媒體採用，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並受到
郵票發行部門的重視。

2017年7月，國家郵政局發行了廈門《
南普陀寺》普通郵資明信片，鄭啟五非常
興奮；緊接着，2017年8月，《金磚國家
領導人廈門會晤》紀念郵票正式發行，
他更是高興極了。

他說， 「我從小在南普陀長大，
把南普陀看成是我的後院；而生
活了大半輩子的廈大則是我的前
庭，建南大禮堂是廈大的標誌
性建築。前庭和後院都上了
國家名片，真讓我喜出望外
。」他甚至 「自作多情」
地把它看作是紀念自己
集郵60周年的最好禮
物。

廈大土著教授深情集郵一甲子

改革開放40年
大公報記者 何德花

之 集體記憶

40年改革開放，春風化雨，猶如一幅恢宏的歷史畫卷，深深地印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裏。那
一枚枚被譽為 「國家名片」 的精美郵票，在方寸之間，忠實鐫刻時代的烙印。回望40年郵票史，
恰是一部濃縮的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史。

兩岸曾隔絕 郵緣相連通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

台灣同胞書》，兩岸停止了長達20多年的軍事
對峙，開始迎來和平與交流的春天。 「當年2
月4日，《人民日報》就以整版篇幅刊出了10
幅台灣風光照片；同一天，郵
電部也宣布當年將增發一套《
台灣風光》特種郵票。」《郵
記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主
筆之一的蔡國煙，曾長期擔任
新華社駐廈門記者，是海峽兩
岸關係發展的見證人。他說，
「這是建國後大陸第一次發行

台灣風光郵票，是兩岸從對峙
走向交流合作的重大轉折。」

蔡國煙回憶說，即使在隔
絕對峙的年代裏，兩岸民眾也
千方百計通過郵票相連相通，
還經歷了一段經香港、新加坡
等第三地中轉，採取 「母子封

」方式、寄件人只能寫 「香港．內詳」的特殊
時期。後來，隨着兩岸關係的發展，海峽兩岸
不僅實現了直接 「三通」，而且大陸還發行了
多套與台灣相關的郵票。

蔡國煙介紹，2004年國慶
中國郵政發行《祖國邊陲風光
》特種郵票一套12枚，其中第
5枚為《台灣海岸線》，以國
家名片形式宣告台灣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部分。 「但李登輝在
任內鼓吹 『台獨』，提出 『兩
國論』，導致兩岸關係惡化。
1995年9月3日中國郵政發行《
抗日戰爭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五十周年》紀念郵票，其
中第7枚為《台灣光復》，就
是利用國家名片宣示中國的主
權，對於打擊 『台獨』囂張氣
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周
安達源是香港的集郵愛好者。在
香港回歸的腳步越來越近之際的
1995年和1996年，中國郵政連續
推出了《香港風光名勝》和《香港
經濟建設》兩套郵票。而為了紀
念普天同慶的歷史性一刻，1997
年12月31日，中國郵政發行了《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郵票和小型
張。周安達源說，香港回歸祖國
時發行的那一套郵票，被內地和
香港以及世界各地郵票愛好者爭
相收藏，一時洛陽紙貴。這一幕
成了他集郵以來最深的記憶， 「
為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而自豪。」

「2001年中國不僅申奧成功
，還加入WTO，大家都感到特
別歡欣鼓舞。」周安達源介紹，
為了加入WTO，中國進行了長

達15年的努力，這是中國走向世
界的歷史性事件，國家郵政總局
特別發行一枚《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郵票，為中國入世獻上
一份珍貴賀禮。周安達源不僅收
藏了這枚郵票，還收藏了當時參
加世界關貿總協定談判的中國第
一任、第二任經貿部長等人簽名
的首日封。

記載回歸瞬間 港人倍感自豪

▲小小郵票記載着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圖為河北省邯鄲市邯山區南關小學開展 「方寸之間．精彩無限」 郵政知識普及活動 資料圖片

▲集郵愛好者展示《香港回歸祖
國二十周年》紀念郵票 資料圖片

▲

廈
門
大
學
副
教
授
鄭
啟
五
在

講
述
他
的
集
郵
史

大
公
報
記
者
何
德
花
攝

▲當年台灣當局會在大陸寄
來的郵件蓋上宣傳郵戳

資料圖片

小小郵票記錄家國大事
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開啟改革開放的
序幕。《全國科學大會》紀念郵票一
套三枚、小全張一枚發行

1978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
胞書》，大陸停止1958年以來
的炮擊金門，兩岸結束對峙。

《台灣風光》一套特種郵票發行

1979年

為反映經濟特區建設
成就，深圳、珠海、
汕頭、廈門和海南《

經濟特區》紀念郵票
一套五枚發行

1994年

中國政府對香港行
使主權，《香港回
歸祖國》紀念郵票

和小型張發行

1997年

中國政府對澳門行
使主權，《澳門
回歸祖國》紀念

郵票和小型張發行

1999年

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成為第
143 個 成 員 ， 《

中 國 加 入 世 界 貿
易組織》郵票發行

2001年

「沙士」 肆虐中國大
地，香港也成重災區
。《萬眾一心抗擊 「

沙士」 》郵票發行

2003年

中國高速鐵路飛速發展，
最高時速可達380公里，
引起全世界關注。《中

國高速鐵路》特種郵票發
行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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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張《香港回歸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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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何德花整理）

▲《中國高速鐵路》特種郵票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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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幾乎每一件對中國有
重大影響的大事，都能在郵票上反映出來。」廈
門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郵記中國：改革開放
四十年》一書主編林間說，作為 「國家名片」，
郵票從不同角度及時準確地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
進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部署。 「尤
其是其中的四個重要節點，更讓人們記憶猶新：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1992年鄧小平南巡、
2001年中國加入 『世貿』、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
開。」

真實記錄40年改革開放歷程
1978年春天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昭示着一

個 「科學的春天」的到來，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
產力」開始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緊隨其後的《
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
唯一標準》，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到
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揭開了中國改
革開放的序幕。 「這一切，匯成了1978年中國改
革開放的序曲。」科學大會開幕當天，中國郵電
部發行《全國科學大會》紀念郵票一套三枚，小
全張一枚。

1992年鄧小平視察中國南方並發表重要談話
，提出了許多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論斷
，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高潮，被媒體稱為 「
東方風來滿眼春」。 「此後短短幾年，以分稅制

為核心、企業體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等為配套
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長，奠定了中國
新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林間說。

「中國加入 『世貿』，開始融入世界。」
2001年，中國加入 「世貿」不僅是進一步改革開
放的重要標誌，也顯示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發展
經濟、不斷提高綜合國力的輝煌成果。 「加入 『
世貿』之後，中國開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擁有更
大的發言權。」林間介紹，是年，《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郵票發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成為中國
改革開放繼往開來的 『領路人』，它標誌着中國
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也標誌着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始。」林間介紹，習近平提出
的 「中國夢」吹響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角，
鼓舞着全國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為慶
祝十八大召開，郵政總局發行了《中國共產黨第
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郵票兩套，小型張一
枚。

弘揚女排精神 振奮華夏民族
一枚枚承載着厚重歷史的郵票，不僅真實記

載改革開放歷程，同時也喚起人們對那個時代的
美好記憶。改革開放初期，還在廈大就讀的林間
，親歷了當年中國女排獲得冠軍的動人情景，如
今提起依然熱血沸騰。 「女排的每場國際賽事都

牽動着國人心。」林間介紹，1981年11月，中國
女排在日本以七戰七勝的成績，贏得世界盃三連
勝，成為 「五連冠」的輝煌起點。12月，郵電部
發行《中國女排獲第三屆世界盃冠軍》紀念郵票
， 「女排的拚搏精神鼓舞、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
人並傳頌至今，極大振奮了我們的民族精神。」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
，鄧小平視察南方之後，市場經濟 「入憲」、特
區成為 「拓荒牛」……改革開放高潮再起，此後
也遭受了洪災、 「沙士」、地震等突如其來的天
災磨難。林間稱， 「1998年的洪災，受災人數之
眾、地域之廣、歷時之長，世所罕見；十年之後
的 『512』汶川大地震，更是牽動了億萬中國人
的心。中國郵政發行的抗擊 「沙士」和 『抗震救
災 眾志成城』的郵票，真實記錄着中國人民堅
不可摧的意志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