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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西天”到“荷兰知名 DJ”，世界各地邮集齐聚亚洲国际集邮展览

“老邮迷”请假也要到场

| “老邮迷”齐聚惺惺相惜

“老邮迷”成伯伯这次来到亚洲国际集

邮展览是为了一套极其稀有的中国老邮票。

这套邮票的收藏家开价   万元人民币，但是

成伯伯和他的邮迷朋友们估价   万人民币，

最终双方没有谈拢价格，但仍互相表达了同

为“老邮迷”的惺惺相惜。

“这套邮票收集了新中国成立初的很多

非常稀有的邮票，十分难得，可惜对方定价还

是有点高。”成伯伯今年   岁，已经收集了

四十多年的邮票。其中最稀有的藏品是老纪

特邮票《梅兰芳舞台艺术》（小型张），全国

仅发行了  万枚。“邮票就是一本浓缩的共

和国简史，每一张邮票背后都有属于那个时

代的故事。”他说。

今年的亚邮展上并不缺乏像成伯伯这样

有着   多年集邮史的“老邮迷”。  月   

日  点钟左右，记者来到上海展览中心时，队

伍已经排到了展览中心门外，其中不少观众

都已经白发苍苍。

“我之前集邮了大概二十年了，最近几年

慢慢地不集邮了。这次是陪老朋友来的，他今

天请假来的。”在展览中心门外，一位与记者

同路的“老邮迷”告诉记者，集邮是他们年轻

时的共同爱好，也是如今的共同的时代回忆。

“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集邮了，现在已经

退休七八年了。年轻的时候以前经济不景气，

集邮集的都是‘盖销票’、‘信销票’，主要是

 分钱的邮票，  分都已经算很贵的了。”在

展览中心观展的傅伯伯回忆道。他所说的“盖

销票”和“信销票”指的都是被邮戳盖销了的

邮票，与“新票”相比价值较低。

“我是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集邮的，那

一年发布了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从此走

上了集邮之路。”另一位“老邮迷”唐伯伯告

诉记者，他主要集的是风光类型的邮票，家里

的集邮手册已经能摆得下几排书架。“现在喜

欢集邮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我们爱好者的

‘圈子’里都是些老面孔。”他说。

| 带有各地特色的邮票、明信片参展

随着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出圈，今

年山西文旅也爆火了一把。在今年亚邮展上，

山西展区展出了《跟着悟空游山西》明信片

产品，推出晋北、晋东南、晋南三条路线。

“游戏中取景建模的‘云冈石窟’、‘悬

空寺’、‘小西天’都在其中，如果你是游戏迷

的话估计一眼就能认出对应的游戏场景。”山

西展台的工作人员介绍道。

今年亚邮展以“展方寸邮票 传亚洲文

明”为主题，展览规模超过     框。其中，中

国展出了来自全国   个省级集邮协会的

   部、   框邮集，各大主题邮局纷纷亮出

绝活，体现出本省的风土人情。

作为我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其

内容与形式紧贴普通百姓的审美趣味，深受

安徽人的喜爱。    年中国邮政发行《黄梅

戏》特种邮票一套三枚，展现了《天仙配》

《女驸马》和《打猪草》三出最具代表性的传

统剧目。

“邮票的设计来自天津大学的张旺老师，

采用数字国画的技法绘制人物，背景采用淡

彩描绘出戏曲唱词中的部分场景，给人一种

观看戏曲电影的质感。”安徽展区的工作人员

介绍。

东道主上海的主题展区同样别具风格。

在上海武康大楼主题邮局展区，所有服

务人员身穿旗袍彰显特色，并在活动区域内

开展特色剪纸活动，国家级非遗上海剪纸传

承人奚小晴女士、枫林街道剪纸传承人现场

展示剪纸艺术，并分别为武康大楼、上海邮政

大楼创作剪纸作品。

外国展商们也展出了独具本国特色的展

品：日本展区展出了带有日本传统元素或是

动漫角色的邮票；美国展区展出的邮票则以

美国动漫为主题；而俄罗斯展区所展示的邮

票则带有显著的东欧美学……

在荷兰展区还有一枚具有未来风格的邮

票。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是荷兰的知名  

            的专属邮票，还带有   效

果。他向记者演示，使用专用的   扫描邮

票后，            就能出现在手机上，并

在相机呈现的空间中演出。

见习记者 崔逸星 摄影报道

山西的“小西天”、安徽的“黄梅戏”、上海

的 “武康大楼 ”、荷兰的 “知名 DJ”……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 中国 2024 亚洲国际集邮

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超过 1600 框代表

世界各地特色的邮集展出。 29 日一早，记者

来到上海展览中心时，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

其中有不少是有着数十年集邮爱好的 “老邮

迷”。 展览首日，《中国 2024 亚洲国际集邮展

览》纪念邮票在沪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