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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品记录在沪二十天行程

“我 11月 24日到上海，12月 14 日离开上海，
在上海一共待了 20 天。在这 20 天的时间里，我先
后走访参观了巴金图书馆、鲁迅纪念馆、国歌展示
馆、左联会址纪念馆、木刻讲习所旧址，此外还去了
一趟崇明孔庙（编者按：指崇明学宫，目前上海面积
最大的孔庙），这些是我在上海主要走访参观的地
方。”前几天，刚刚离开上海不久的张璞在浙江的旅
途之中告诉记者。
“总之，在上海这 20 天的生活是很充实的，也

是值得记忆的。这种充实表现在我用邮品记录了自
己在上海二十天的生活过程。”张璞说。
20天的上海之行，张璞除了前往巴金图书馆参

观，最主要的行程就是去位于虹口的上海鲁迅纪念
馆和“鲁迅小道”参观打卡。
“‘鲁迅小道’标明了鲁迅先生当年在这里的

生活、工作的足迹，通过学习，我也知道了鲁迅先生
在虹口曾经与许多历史人物有过来往，其中包括宋
庆龄、蔡元培、瞿秋白、茅盾、沈钧儒、斯诺、史沫特
莱等人。据此，我几次到‘卢工’（编者按：上海卢工
邮币卡交易市场，位于原卢湾区工人文化宫内），购
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邮票，包括然后通过与鲁迅先
生的纪念邮票配套使用，制作成邮票藏品，以此反
映当年先生史事。”
在参观之余，张璞也利用夜晚时间游览了外滩、

南京路和苏州河。12月 9日晚，他从河南路桥沿着苏
州河走了一段之后转入南京路，最后至人民广场，还
去了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信步而行走了三个小时。
在老人看来：“这些是每个游客到上海必去的地方之
一，感受一下大上海当年的历史和现在的风情。”
上海于张璞并不陌生，此前他曾经来过申城数

次，不过这次来沪，用老人的原话来说———目的性
很明确，就是奔着上个月刚刚开馆的巴金图书馆而
来。“我从北京来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活动，参观、领
略、学习和感悟巴金先生的精神。”张璞在此前做客
《上海会客厅》节目时如是说。

张璞告诉记者，11 月 25 日是上海文学馆的巴
金图书馆开馆之日。他是 11 月 24 日下午刚刚到苏
州参加活动，在看到上海的朋友发来的开馆消息
后，连夜坐晚上 9 点多的火车来上海，到上海火车
站已经是晚上 10 点半了，为了方便，在火车站附近
找了一家旅馆直接住下，准备第二天上午去位于武
进路的巴金图书馆。有意思的是，老人选择旅馆是

因为出站之后遇到为旅馆招揽客人的阿姨，因为距
离火车站近，就毫不犹豫跟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 11 月 25 日上午，张璞成

为当天巴金图书馆第一批进馆参观的游客。在二楼
图书阅览室的《文坛茶话图》前，张璞铺开台面，拿
出随身带的剪刀、浆糊、信封、明信片和邮票，在市民
的旁观中制作了巴金主题的原地实寄纪念封，当天
下午，他去武进路附近的邮政支局，邮寄给北京各单
位的邮友二十多件纪念封，其中也包括寄给他自己
的两件纪念封。
与那些赶场式的“旅行特种兵”截然不同的是，

这次老人在上海的主要行程就是寻找文化名人们在
上海活动的足迹，这也是他每到一处，必定要去邮局
购买邮票或者投递信件的原因。
“通过走访这些地方体会两位先贤当年的生活

与工作，然后制作相关的邮票藏品记录他们。使这次
上海之行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收获。用这些实实在
在的邮票藏品，也能记录我的上海之行。”张璞说。

上海市民对待外地人

很友善、很亲和

记者在上海最后一次见到张璞是在 12 月 3
日，也就是亚洲国际邮展闭幕的当天下午，约在上海
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
邮展闭幕后，张璞先去上海外滩邮局寄出两枚

上海亚洲邮展小型张双挂号原地实寄封，实寄封
由北京邮票厂邮票雕刻师徐喆和李昊签名。然后，
他去虹口的鲁迅公园参观鲁迅纪念馆，在山阴路
上的鲁迅故居拿到了介绍资料，又做成鲁迅主题
纸藏。“馆内服务人员工作态度认真良好，为我这
个当天最后一位观众细加讲解，共同离开。然后我
赶赴鲁迅公园邮局，制作几种鲁迅主题纸邮藏品。
事没办完，给邮友的鲁迅邮票原地实寄封 12 月 4
日去邮局办理。”
12月 4日下午 4点多，张璞到鲁迅纪念馆盖宣

传图章，然后与邂逅的广西邮友一同去鲁迅公园邮
局实寄鲁迅原地邮品。“出来后走鲁迅小道寻找历
史建筑，不熟反复绕圈找了多地，还有一处末找到。
晚十一点半离开多伦路坐公交车至人民广场，因地
铁已无车，乘夜宵车十二点多回到住处。”
12月 5日，张璞参观国歌展示馆，因为时间紧，

他忘记了留影，领取几张介绍，拍了展示馆数十张照
片，制做了数枚国歌展示馆宣传图章纪念封。“馆中

陈列人物贺绿汀、司徒慧敏、夏衍、吕骥，幸有他们的
亲笔手题封，其中司徒慧敏是《义勇军进行曲》七人
首唱之人（编者按：指上海电通公司合唱队）。前贤
早己不在，但他们留下作品是永恒的存在。”
“明天上午去参观长春路木刻会地址，估计下

午离沪赴浙，家里人来电询问行程，一晃十二天
了。”张璞当时这样告诉记者，不过，让记者万万没
想到的是，老人之后又留在上海继续他的行程。
离开上海之后，张璞去了绍兴鲁迅故里，之后又

赶往山东曲阜，参加三孔（孔庙、孔林、孔府）申遗成
功三十周年纪念邮品首发仪式。12 月 18 日晚上九
点半，他回到阔别多日的北京。
作为在沪旅行时间最长的一次，和前几次相比，

除了城市面貌有了变化，上海市民对待外地游客的
热情和友好的态度也给张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对上海的路况不熟悉，与上
海市民有较多接触，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比如参观
鲁迅小道的景点时，有些地方我找不到，询问了一些
老上海之后，他们不仅给我指路，有的人还亲自带我
去。特别是参观李白故居时，到那里已经是深夜 10
点了，天色已黑，我想在李白故居照张像，询问一位
上海大姐。她亲自回家取来手电筒给我打光，让我完
成了在李白故居的留影。”
12月 20日下午，记者与张璞联系时，他正在借

用院里单位的活动室桌球台子，整理上海之行自己
寄回北京的集邮成果。“我认为，上海市民对待外地
人很友善，很亲和。上海是个有丰富的近现代人文历
史和故事的城市，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上海
的。”张璞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

今年 75 岁的张璞先生是一位北京的资深集邮爱好者和签名文化藏家。上个月 24 日晚上，原本在苏
州参加活动的他突然改变行程，连夜坐火车赶来上海，只为见证巴金图书馆于次日的开馆。

而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作为邮迷的张璞先生一路寻宝打卡，收获颇丰。而让老人自己都没想到的
是，他这次在上海前前后后一共有 20 天，创下在沪最长旅行记录。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记录了这位北京大爷在上海的 20 天故事。

【记者手记】

我眼中的北京大爷

对于我来说，更愿意称呼张璞
先生为北京大爷， 简称张大爷。向
他提起我给他的称谓，张大爷倒是
欣然接受。 这位年轻时当过兵，现
在除了牙口略不好，不过身体仍然
硬朗的北京大爷，充分让我感受到
了北方人的爽朗和朴实。

上海这座城市，张大爷来过几
次，唯独这一次，他在上海逗留时
间最长，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深
入到了上海的街巷里弄当中。

我从小也喜爱集邮，后来因为
学业紧张而放弃。这次也了解到了
一些集邮的新玩法。例如原地实寄
纪念封、主图原地封、文化加贴双
票封、群签封、名人手题封。这里面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名人手

题封， 张大爷收藏了大约近百张，
而每一张手题封背后都有一段故

事，因文章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
展开。

记得 11 月 28 日那天中午，张
大爷来报社录制节目。其实录制节
目也是机缘巧合，之前张大爷在巴
金图书馆并没给记者留下联系方

式就离开了。11 月 27 日晚上，我的
朋友樊晔亲小姐在地铁上遇到了

他，樊小姐正好参与了巴金图书馆
的开馆仪式拍摄，所以她马上认出
了这位北京大爷，并在车上留下了
联系方式，安排了第二天的节目采
访。

而录制节目的当天晚上，由上
海知名藏家李平先生请客做东，张
大爷在申城度过了自己的生日。邮
友相聚餐叙，祝贺生日并畅谈手题
封集邮，让这位老人颇为感动。

在我看来，张大爷这次上海之
行也有一些遗憾，例如，除了在食
堂招待一顿，没能带他去品尝有特
色的上海美食。闭幕那天，在展览
中心的一段视频画面被误删除无

法恢复了。位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
是张大爷心心念念一直想去的，我
也曾答应带老人同去，但因为巴金
故居目前仍然在装修当中，最终未
能让他入内参观。

对了， 张大爷还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他非常希望在明年上海文

学馆建成开放之后 ， 能借一方宝
地，向社会公众分享自己收藏几十
年的百张名人手题封。愿张大爷能
圆梦上海，也希望与他在魔都再相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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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璞在“鲁迅小道”展示主题邮票藏品

参观李白故居，上海市民回家取来手电筒给张璞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