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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集邮是何等盛况
现在什么人在捣鼓邮票

很多年轻人对“集邮”一词已经感到生疏了，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过席卷全国的集邮热，成为
一代人的记忆。当年集邮是何等盛况？集邮的现状如何？如今还有哪些人在坚守?资深藏家、中华全国集邮联
合会会士、济南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刘洪毅先生向记者谈起了集邮的那些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曾经的集邮热

人把柜台挤跑了

“1981年10月1日，山东省
邮票分公司(后改为济南邮票
公司)开业，人多到什么程度？
还没开始卖，人群就把柜台挤
跑了……因为来买邮票的人太
多，没法在大厅里卖，只能在对
外的窗户卖，让集邮爱好者在
大街上排队。”说起上个世纪的
集邮热，资深藏家、中华全国集
邮联合会会士、济南市集邮协
会副会长刘洪毅颇为感慨。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集邮大潮 ,如今仍在坚持集
邮的人，一定都怀念那个热火
朝天的集邮年代。可以说，改革
开放后，集邮在所有的收藏活
动中爱好者最为广泛，邮票成
为大众最先玩起来的收藏品、
投资交易品。每当新邮票发行，
不论春夏秋冬，集邮公司门口
总是排着长队。

在刘洪毅的记忆中，集邮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开始
复苏，当时在济南经二路邮局
门口，有人卖JT邮票(纪念邮票
与特种邮票的简称，或称新纪
特邮票)。这些人多数是铁路或
交通部门的，他们因为工作关
系，出差多、经常坐火车汽车，
常有机会去大城市，当时北京、
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的集邮
门市部已经恢复，他们能买到
成套的JT邮票以及济南邮局
柜台上见不到的邮票。当时济
南还没有集邮门市部，从邮局
柜台上买不到成套的纪念邮
票，所以这些人手中的邮票往
往很受大家的追捧。

集邮爱好者们开始是在经
二路邮局大厅里交换邮票，因
为人多影响营业，就自发形成
了马路市场。开始是在经二路，
因为济南邮票公司在这里。后
来邮票公司搬到纬一路，人们
就跟到纬一路集邮门市部门口
及路边的空地。“人多到影响交
通，非常火爆！随着集邮热情的
不断高涨，就出现了个体邮
商。”刘洪毅回忆当时集邮的盛
况。

据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期，济南形成了好几个专门
的邮票市场：大观园里有几十
个商户；经二路西市场对面邮
局二楼；和平路市场；天桥西侧
火车站东街附近整个一条街都
成了邮票市场，后来这条邮票
一条街迁到了国棉四厂；四里
山集市的邮票市场，后来迁到
英雄山文化市场；中山公园内
的邮票市场，每到周末人山人
海，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

记者也回忆起上世纪八十
年代上中学时，不少小伙伴痴
迷集邮，把中午饭钱、零花钱省
下来集邮。来往信件有好邮票
时，也会被要走，也有个别小伙
伴“不讲武德”，偷偷把别人信
上的邮票剪下来，弄得信封“开
天窗”，可见当时集邮的热度。

重大题材邮票

仍有人排队购买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邮票
的使用功能逐渐弱化了，集邮
者也比以前减少了。

据刘洪毅介绍，集邮红火
的1997年，中华全国集邮联称，
全国集邮爱好者有3000万人。
近年有数据显示，集邮爱好者
不足300万，人数确实大大减少
了。邮票的原始功能是邮资凭

证，就是寄信用的。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随着电话的普及，寄信
传递信息的邮寄功能逐渐弱
化。“随着手机的普及，很少有
人写信了，集邮爱好者更是日
趋减少，邮品的功能都向着‘收
藏’方面发展。”

邮票逐渐演变为艺术集藏
品时，虽然凸显了它的艺术价
值，但缺点是它不再被使用了。
任何事物一旦使用功能减弱，
它的生命力就打了折扣。

刘洪毅说，还有一个原因
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年轻人
没有时间集邮。邮票虽小，但是
集邮需要有点儿闲时间、有点
儿闲钱，才能保证业余爱好的
持续，太忙了不行。

可喜的是，虽然集邮没有以
前那么热了，但仍有新人不断加
入这个行列，可以说，不断出不
断进。这些留下来坚守集邮‘阵
地’的多数是真有兴趣爱好、有
情怀的，而不是跟风炒作趁机赚
钱的。”近年来，邮政部门和集邮
爱好者们搞了一些集邮展览和
活动，还有面向学生的进校园，
以及进社区、进军营活动，向年
轻人展示方寸之间的魅力。

尽管近年来邮票发行不断
减量，最少的才发行600万枚，
但重大题材的邮票仍是人们关
注的热点。比如，不久前，《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
票，虽然发行量高达1500万套,
仍然大受追捧。刘洪毅注意到，
当天排队购买的人就没断过，
一开始是集邮爱好者的人群；
后来，很多不集邮的人也前来
购买，可见人们对重大题材邮
票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

邮资也是

时代的窗口

回首自己的集邮历程，刘
洪毅已经在这条路上坚持了50
多年。

刘洪毅说：“我母亲喜欢集
邮，所以我小时候就受影响。
1965年参军后，时常给家里写
信，于是逐渐走上集邮之路。刚
开始不专业，复员以后有时间
了，开始真正集邮。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以后
的邮票基本都齐了。”

俗话说，“集邮不集封，到头
一场空。”到了1982年左右刘洪
毅开始集封，即收集邮封，邮封
是研究邮政史、邮票史的重要资
料。“在这期间还收集了一批民
国票，有位老集邮不集了，都转
给了我，这算一个不小的收获。
到1986年以后开始进行邮资变
化的学术研究，最大的收获是发
表了几篇学术论文。”刘洪毅说。

邮资既是确定各类邮票面
值的依据，又是研究一个国家
或时代经济、物价、币制变化的
重要窗口。比如，研究民国时的
邮票可以发现，在国民政府无
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物价漫
无限制地飞涨，这在邮资上就
能体现出来。1947年、1948年的
邮资像疯了一样涨价，从几分
钱到几百元、上千元，甚至数百
万元，令人瞠目结舌。而像粮食

煤炭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疯涨的
速度又超过邮资，透过邮资变
化能看到通货膨胀引发的人心
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
民党政府的即将终结。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选
择把一部分“中华邮政”邮票以
及部分解放区邮票，加印“中国
人民邮政”文字及新面值后，作
为新中国邮票使用。这样的加
字改值邮票，从1950年发行的

“改1”到1951年发行的“改10”
一共发行了10套。

刘洪毅集邮中发现其中的
“改8”“改9”面值很小，最小的
只有5元(第一套人民币，第一
套 与 第 二 套 的 兑 换 比 例 为
10000：1)，这里面有什么原因
吗？

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信
息不够发达，查询资料不方便，
刘洪毅就给外地银行、邮局写信
咨询此事，经过反复了解才知
道。1951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
开始好转，全国币制统一条件成
熟。1951年3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
决定从1951年4月1日起，在东北
流通人民币，并以人民币兑换东
北币，比价为1：9 . 5。东北邮电管
理局同时决定各类邮政资费按
人民币1：9 . 5的比例兑换东北
币，并决定从1951年5月1日开始
停止销售东北面值邮票。

由于东北地区邮资未调
整，出现了按人民币计算的小
额尾数，如外埠平信资费525
元。为此，邮电部决定赶印小额
邮票以满足东北地区邮政需
求，并于1951年5月1日发行“改
8”和“改9”的邮票，仅限东北地
区使用，于是出现这些面值很
低的小额邮票。

交易渠道不少

就怕闭塞

“一些人集邮并非出于喜
爱，而是单纯为了增值赚钱，不
赚钱就不干了，这不是真集邮。
集邮里面有学问，不是简单的

‘买买买’，更要不断学习和研
究。”刘洪毅说。

集邮入门，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喜欢邮票可以有多种途
径集邮：比如，有人喜欢搞专
题，像航天的、十二生肖的、花
卉的等；还有的人收集原地封、
原地戳；马年带马字的地名等。
比如，生肖邮票研究会就有
6000多名会员，研究12生肖的

来龙去脉。除此以外，还有很多
专题可以选择，这就需要钻进
去，沉下心慢慢琢磨，其中任何
一个点都可以拓展开，成为一
个研究方向。

另外，随着集邮的发展，对
邮票的研究更深入了，概念也不
一样了。比如，以前称作邮票展
览，只是把邮票罗列式地展示出
来，仅仅是展示。现在叫集邮展
览，通过把邮票和实寄封组合，
用邮票讲故事，组成邮集，深度
挖掘出邮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内
涵，一字之差意义大不一样。

现在集邮的人少了，藏品
交易的渠道是不是也少了？刘
洪毅说，邮市交换渠道其实并
不少，而且更方便了，前提是要

“入群”，即融入集邮爱好者的
圈子。想交易，可以去邮票市
场，也可以从网上进行，集邮爱
好者之间也可以进行交流、交
易。像中国邮政网营业厅、华邮
网、集邮门户网等网站都可以
进行网上交易。此外，还有人专
门代办，可以委托他们进行交
易、购买首日封等。总之，渠道
并不少，就怕闭塞。不加入集邮
爱好者的“群”，不了解市场行
情，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不知
道该去哪里找，就不容易以理
想的价格交易。

2018年举行的齐鲁集邮研究会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九届集邮

文化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集邮热。

▲《北京 2 0 2 2年冬奥

会——— 竞赛场馆》小型张和

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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