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寸内外的人生

哲夫是笔名，他真名郑介初，
1930 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宁波镇海。

1932 年上海“一·二八”淞沪
战事爆发后，哲夫的父亲参加了抗
日救亡运动。年仅 3 岁的他随母亲
逃难到镇海乡下，住了一段日子。
哲夫对家乡的印象已经很模糊，能
拼凑起来的只是从上海坐轮船去宁
波，船上有肉骨头粥喝，到了宁波
还要坐“脚划船”才能到家。他还
记得老家离海很近，母亲常带他去
海边玩，找“毛巾草”给他吃，他
还吃过“和尚饼”⋯⋯多年来他数
次到故乡寻根，在镇海区侨办的努
力下，终于找到了他在镇海湾塘顺
风村的祖宅，还找到了许多亲戚。

哲 夫 一 生 与 邮 票 结 下 不 解 之
缘，过程富有传奇色彩。

1944 年 ， 年 仅 14 岁 的 哲 夫 ，
在重庆郊外南温泉读初中时开始集
邮。1945 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无意中以面值价购到 50 枚整版
孙中山先生肖像错体邮票，即集邮
界俗称的“纽约版贰元中心倒印
票”或“孙中山肖像错体邮票”。
这就是集邮史上有名的民国四珍之
一“二元倒”。

哲夫成为珍邮“二元倒”的发
现者和唯一拥有者，意味着他从此
拥有了一大笔财富。以后他将其中
部分与邮商交换到另外的不少珍贵
邮票，集邮兴趣日趋高涨。

1946 年哲夫离开重庆回上海读
高中，继续集邮。此时，他父亲所
在的上海“广大华行”是美国施贵
宝药厂的代理商，“广大华行”在
纽约、香港设有分行，邮件往来较
多，给哲夫的集邮提供了来源。有
时父亲下班将旧信封、邮包皮上的
邮票带来，有时则是他自己去取。
每逢周末，哲夫家中的浴缸里总是
泡浮着花花绿绿的邮票。

上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集邮
已成为一种时尚，苏州河四川路桥
旁，最突出的建筑是上海邮政大
楼，也是昔日上海邮政总局所在
地，楼内设有邮政组。从 l946 年到
1949 年，哲夫是那里的常客，每逢
有纪念邮票预订，他总是成百套地
订，低面值的加盖票更是成捆地
买，从中收集到不少变体票。

1949 年，哲夫全家相聚天津，
此时，他已考入北京燕京大学新闻
系。离开天津去北京上学时，他整理
了 全 部 邮 票 ，竟 然 有 大 小 12 箱 之
多。他将这些邮集和邮票全部存放
在天津的家中，遗憾的是，这些珍品
在十年浩劫中因抄家而遗失殆尽。

回头再说那 50 枚“纽约版贰
元中心倒印票”的下落。除哲夫在
重庆时与邮商交换了 16 枚外，其
余 都 交 给 父 亲 保 管 带 到 了 上 海 。
1946 年初，上海各报曾登载一条

“上海外滩一号广大华行保险箱被
贼盗去大批黄金”的重大新闻。哲
夫父亲即为物主之一，他曾将剩余
的倒印邮票放在一只大信封内和黄
金摆在一起，盗贼眼中只盯着黄
金、美钞，将这只“大信封”掷于
地上，才使这些珍贵的邮票没有被
一起偷走。

1952 年春节，在大学毕业前的
最后一个寒假，哲夫回天津家中过
年。有一天晚上，全家聊起此事，
父亲让他去楼上书架取一本 《政治
经济学》 下来，其中夹着剩下的邮
票，20 余枚，父亲让哲夫撕下一枚
留作纪念。

此后，不管天南海北，这枚邮
票一直珍藏于哲夫的怀端。据他回
忆，在被打成右派、发配至宁夏过
了 17 年的“牧马人”生活时，曾
将这枚“方寸”珍邮深藏于他家小
土房的土墙内而幸免于难。

世事沧桑，百感交集，邮票使
哲夫缅怀少年时代的集邮乐趣，也
使他体会到拥有和失去的悲喜。

1990 年秋，哲夫承几十年前的
校友、香港良友画报社伍福强社长
之约，为该报“邮海漫画”专栏撰
稿。为了写稿，他开始收集资料和
邮票。于是，他从仅拥有的一张

“二元倒”邮票开始，重新集邮，
边写边集，边集边写，再次涉足集
邮界。

■从集邮到“集史”

漫游邮海，一个强烈的感受震
撼着哲夫的心灵。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被一张 1902 年 2 月 24
日由天津寄往德国法兰克福的战地
明信片所吸引。按国际惯例，从一
个主权国家寄出的邮件应贴用所
在 国 邮 票 。 但 是 ， 他 吃 惊 地 看
到，这张明信片除了贴有清盘龙 1
分 邮 票 之 外 ， 另 贴 有 法 国 邮 票 、
日本加盖“支那”字样邮票、德国
横盖 CHINA 字样邮票，此外明信
片上还有俄文“中国”字样、印度
维多利亚女王像、“C、E、F”(中
国远征军)邮票，上面均盖上了各

国在天津的邮戳。再翻开那一段邮
政史，他看到各国列强在华邮局及
其代办所居然有 340 个之多。这在
世界邮政史上绝无仅有。这件事对
哲夫刺激很大，他不禁感慨万千。

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哲夫的
《邮海漫话之三》 出版了。在前言
中，他告知读者：“中国近百年来
的邮政史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
层面，同样也反映了百余年来，中
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忧外患，天
灾人祸的历史。世界上还没有一个
国家像中国那样曾被那么多国家任
意侵犯邮政主权，这从众多的商埠
邮票、客邮、外国在华军邮等等中
可见一斑。”

集邮的较高境界是收藏实寄封
和明信片。明信片自 1869 年问世
以来，就成为集邮爱好者收集的邮
品之一，尤其是图像明信片，除了
集邮票、邮戳、邮路等于一身外，
还加上了文字内容和图像，其所蕴
含及传达的信息，是最有力的历史
佐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集邮爱好
者精心觅藏。

自从再次踏入集邮行列后，哲
夫就把目光瞄准了旧明信片。他意
识到了自己的使命：集邮也是在收
集历史。他要收集那一百年来血泪
斑斑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让更多的
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了解祖国
的昨天所经历的苦难与屈辱。

哲夫利用从事旅游业和经商的
机会，周游了世界各国。他每到一
地，必先去旧书店、旧货店和邮商
处，寻觅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
旧明信片、信函。但毕竟如大海捞
针，能够收集到的十分有限。于是，
他开始留意起拍卖活动。如嘉士得、
苏富比、斯宾克、吉本斯等世界性的
拍卖活动，他都涉足过；还有香港著
名的“扬氏”“布约翰”“鉴珍”等公司
的拍卖活动，他也从不错过，从中选
购到一大批旧明信片。还有部分藏
品，来自他与香港收藏协会同行间
的交换和相让。

收藏过程让哲夫更清楚地感受
到，图像明信片在中国的流行是和
列强侵略中国分不开的。他从收集
的明信片中看到，自 1840 年第一
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
口岸，大批外国人涌入中国经商、
旅游、传教⋯⋯他们为了向其所在
国的亲朋介绍在华的所见所闻，有
关中国的风俗、人物、民情、风光
均成了明信片的内容，其中有不少
是历史事件的记录。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中
国的洋人，随随便便从中国寄出的
一张普通明信片，现在都变得身价
百倍。一次香港邮展，哲夫闻讯而
至，海外邮商摊位出售的旧中国明
信片，深深吸引了他，但标价不
菲，几枚八国联军侵华的旧明信
片，俄国的邮商竟开价几百美金一
枚，让人不敢问津。

搜集旧明信片，耗费大量的时
间、心血，还耗费大量的财力。哲
夫绝非富有，但每逢好品，他总是
义无反顾地高高举起手中的竞拍
牌。为了满足这一份特殊的爱好，他
和妻子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多打一
份工，额外收入悉数用于购买藏品。

积 年 累 月 ，哲 夫 手 头 拥 有 了
2000 多份异常珍贵的明信片、信函
和图片。1999 年 9 月和 2001 年，哲夫
自费出版了《旧上海明信片》《明信
片中的老天津》和《从鸦片战争到八
国联军》三部以邮品为基本素材、精
心编纂而成的集邮历史图册。这是
他在 20 世纪末向世人推出的三部
从集邮的角度来反映中国近代史的
力作，为我国集邮界前所未有。

翻开 《旧上海明信片》，这部
1903 年-1938 年的明信片专辑，外
滩、南京路、黄浦江、苏州河、南
市老城、交通运输、风土人情⋯⋯
跃然纸上。《旧上海明信片》 渗透
着哲夫强烈的爱与恨。此书前面部
分收有两张抗日战争时期的明信
片：一张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坐在
掠自居民的太师椅上，用迫击炮轰
炸上海闸北三元里民居；另一张是
日机轰炸上海后，一个坐在废墟上
哭泣的儿童。哲夫在此书前言中
说，“这一切对我并不陌生。抗日
战争时我家就在闸北八字桥附近，
后毁于日军炮火⋯⋯虽然半个多世
纪过去了，但往事历历，如在眼
前，永不会也永不能忘怀。”

哲夫虽是江浙人士，但他们一
家三代与天津渊源深长，因而他对
有关天津的邮品情有独钟。《明信片
中的老天津》所展示的 300 多张旧
明信片，是从千余张中精选出来的，
按内容分为“九国租界”“津门风物”

“沽上民情”和“邮海拾遗”四部分。
读者可以从这些凝固的画面和图案
中细细品味天津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被史
学家称为“一本有震撼力的图史”，
这也是哲夫从收集邮品延伸到图
片，以最终达到“收藏历史”目标的
成功尝试。书中一幅幅真实、生动的
图片，把人们的思绪又带回到百年
前中国备受欺凌的屈辱年代。

“搜寻历史、积累文化”。哲夫
的这些集邮专著、图册，是对“集
邮文化”这一概念的最好诠释，无
论从主题阐述、历史钩沉、知识探
求还是艺术鉴赏等诸多方面来考
量，哲夫对集邮爱好者的启发是全
方位的。

■邮品凝聚的乡情

2001 年 6 月上旬，哲夫风尘仆
仆从香港来到宁波，此行他专程来
参加在其故乡展出的“百年国耻
——八国联军侵华史实展”。此展
览是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在 2000
年为纪念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

100 周年而举办的，除在天津展出
外，还将在全国巡回展出，宁波是
巡展第一站。展览的图片资料大多
选自哲夫的那本 《从鸦片战争到八
国联军》。展览在宁波共展出 150
余块图版，400 余件照片和文物。
短 短 几 天 ， 参 观 人 数 有 2.5 万 余
人。“让宁波的年轻人了解过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年逾古稀
的老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返乡举办展览会之际，哲
夫向筹建中的宁波博物馆捐献了 27
件反映近代宁波的明信片、图片、史
料信函和纪念章等。人们在展柜前
目睹了一张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
上面记录着“宁波新江桥”“城内
天封塔”“镇海金鸡山”“去宁波天
童之路”“宁波湖中垂钓的渔民”等
画面；展出的还有英国《伦敦图画新
闻》刊登的 1862 年 8 月被英法联军
轰毁的宁波城墙图片，1884 年英侵
略军头目华尔率领常胜军炮兵在宁
波等版画，以及 1900 年宁波商号
联合向海关税务司检举贪污舞弊之
信函。“让历史馈赠今天”。这些珍
贵文物向家乡的父老乡亲生动展现
了百年前宁波的历史和文化。

哲夫说，他捐献的这些文物虽
然并不很值钱，但都是从世界各处
刻意搜求来的，如果能为促进家乡
文化建设略尽绵薄之力，他深感欣
慰。

2001 年 6 月，哲夫又一部题为
《老明信片选》 集邮图册付梓。这
是迈入新世纪后哲夫的又一部警世
之作。书内的最后一章“日本侵
华”中刊登的 89 张明信片和写真
帖，实录了“卢沟桥事变”“南京
大屠杀”等场面，而且它们均来自
当年日本官方出版和发行的军用明
信片(也称军事邮便)，绘画者和拍
摄者都是当时的日本人。虽然侵略
者从中作了美化，但仍不能掩饰其
侵略过程和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
天罪行。

哲夫把第一批 300 本 《老明信
片选》 发运到宁波，赠送给家乡的
大、中专学校学生和父老乡亲。

2004 年 8 月，哲夫主编的又一
部力作 《宁波旧影》 首发仪式在宁
波南苑饭店隆重举行。那天，他特
地穿一件中式绸衣，在会上即兴发
言。他从自己是一个宁波人，谈到
宁波深厚的历史文化；从自己是众
多海外宁波帮的一员，谈到如何为
家乡出力，那发自肺腑的话语，那
赤诚的情怀，感染全场。

《宁波旧影》 以图文互动的方
式再现了宁波百年的社会生活，让
读者清晰地看到古城宁波的历史遗
迹。

《宁波旧影》 中有一张“西水
关 ” 的 老 照 片 ， 拍 摄 于 100 多 年
前，昔日宁波古城墙清晰可见，城
墙下的南水关流淌着涓涓河水，见
证了当年宁波城区河道的源流。这
张照片极为珍贵。说起获得的经过，
哲夫先生至今仍有一番感慨。当
时，他在一位收藏家那里发现了
它，便向对方提出愿意高价收购。
但那位收藏家一口回绝。这张照片
实在太好了，哲夫先生觉得不能放
弃，以后又多次上门求购。对方终
于被哲夫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出
售，但提出了一个苛刻条件：由他
在哲夫所收藏的所有明信片中挑选
一张作为交换。哲夫考虑许久，最
后还是咬牙答应了。对方是个行
家，眼睛尖得很，他挑走了哲夫所
收藏中最珍贵的一张，让哲夫心痛
了好久。但现在回忆起来哲夫先生
连声说值得、值得！

《宁波旧影》 里还有几十张有
关宁波的水彩画、铜版画和旧明信
片，如题为“宁波沿海棉田”“江
南 蚕 桑 之 乡 ”“1844 年 的 宁 波 街
景”等，画面工笔精细，形象生
动，尤其是“甬江入海口”这幅
画，远景为镇海招宝山，画面上的
几艘大船就是当年的海运木船，桅
樯如林，可以看出百年前宁波甬江
口的繁华景象。这些图片有的是他
从世界顶级拍卖公司拍卖或选购而
得；有的来自香港收藏协会朋友间
的交换和相让；更有一部分是委托
一位名叫道格拉斯的英国收藏者在
英国等欧洲国家搜罗来的。

至今，哲夫已向上海、广州、
大连、武汉、宁波等地捐赠了数千
件珍贵的明信片、邮票、图片等资
料和文物。

完成 20 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
的集邮著作，是哲夫此生的最大追
求。让人感动的是，哲夫曾动过大
手术，是位身患癌症的病人。即使
去医院做检查时，他也不忘带上一
大沓的图片和文稿资料。

宋代苏轼曾诗云：“人生到处知
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
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哲夫的精
神和他的这些宝贵的集邮专著，正
是他欲为后人留下的雪泥鸿爪。

（张建明，曾任宁波市侨联副秘
书长、宁波甬港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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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邮作为一个收藏门类，按通常理解，它除了满足个人的
收藏爱好，陶冶性情，丰富知识外，还有一定的保值增值意
义。

在香港却有这样一位集邮爱好者，把集邮的意义升华到更
高的境界。他认为：“集邮的范围也包括对邮政史料的收集，
通过收集实寄封和明信片等，从上面的邮票、邮戳、邮路的变
化来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邮政史。”多年来他游历世界各
国，搜寻有关反映中国的邮品、图片、文件，不惜高价收购，

“每有收获，顿忘劳累”。
几十年下来，他将收集到的实寄封、明信片、邮票、历史

图片、照片等，按年代依次与历史相结合，先后出版了《邮海
漫话》《续邮海漫话》《百年沧桑》《旧上海明信片》《明信片中

的老天津》《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和《老明信片选》《宁波
旧影》《烟台的旧影》等近20部以邮品为基本素材的集邮专著
和图册，实现了他用集邮的方式来反映历史，让青年一代了解
过去的夙愿。

这位集邮爱好者就是香港著名邮品收藏家——哲夫。
哲夫先生最为宁波读者熟知并津津乐道的，要数那本收集

了大量珍贵新闻图片和明信片的《宁波旧影》。

西水关西水关
宁波城区河道之源流有二宁波城区河道之源流有二：：一自大雷经中塘河一自大雷经中塘河、、后塘河入西水关后塘河入西水关；；

一自大皎经鄞江桥由前塘河入南水关一自大皎经鄞江桥由前塘河入南水关，，汇于日汇于日、、月两湖月两湖，，流入城内流入城内7070余余
条支渠脉络条支渠脉络，，经过水喉经过水喉、、食喉食喉、、气喉三个水闸迂曲入江气喉三个水闸迂曲入江，，既方便交通既方便交通，，
又供居民饮用又供居民饮用。。图为昔日宁波西门水关图为昔日宁波西门水关，，城墙清晰可见城墙清晰可见。。

哲夫先生的部分集邮专著和图册。（张建明 摄）

19世纪末外国人拍摄制作
的明信片中的宁波乡村妇女。

这枚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头像的邮票发行于1900年。

哲夫先生在《宁波旧影》首发式上致辞。（张建明供图）

这是一张1907年12月30日自宁波寄往南非约翰内
斯堡的风景明信片，其中图片为宁波外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