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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
精神“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
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在家
乡父老心目中，这也是孙传哲
这位从“蜗寄庐”走出的新中
国第一代邮票设计家一生风骨
的写照。

“45 年后的今天，在孙传哲
故乡以他名字命名的邮票艺术
馆内，重温这套孙先生亲手设
计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
邮票，仍深受鼓舞。我们以这
种特别的纪念方式，感受雷锋
精神的当代传承，感怀宁波乡
贤 为 后 人 留 下 的 宝 贵 精 神 财
富。”李岚感慨地说。

1915 年，孙传哲降生在古
城宁波。其父孙家溎是宁波著
名藏书家，在“蜗寄庐”书斋
内为儿子取了个颇具雅意的名
字——传哲。孙传哲的童年就
在“蜗寄庐”度过，在老屋昏
黄的油灯下，他照着父亲画作
及家中藏书中的绣像开始了弄
笔 涂 鸦 ， 他 五 六 岁 时 所 绘 的
梅 、 兰 、 竹 、 菊 等 几 幅 中 国
画，至今仍存于故居内。

新中国成立后，其父孙家
溎将自己所藏的宋元明清精刻
版本书籍近万卷、历代名人字
画百余种等捐赠给天一阁，得

“身居蜗庐，志在报国”之美
名。而母亲讲的天封塔“定风
珠”的故事，其中蕴含的哲理
深深铭刻在孙传哲心中：“贪心

会招来罪恶，人应当凭着一双
勤劳的手去创造财富。”

长大后，孙传哲进入上海美
专学西画，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
艺术系深造，师从徐悲鸿、潘玉
良等，练就一身绘画本领。1947
年开始其邮票设计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孙传哲曾
先后设计和参与设计 150 余套
邮票。在 1980 年评选出的建国
30 周年最佳邮票中，他的作品
占三分之一强。这位新中国邮
票设计的奠基人之一、享誉中
外的邮票设计家，也是目前我
国唯一参与过联合国邮票设计
工作的邮票设计师。

有人不禁要问，孙传哲为
什 么 能 够 取 得 如 此 巨 大 的 成
就？对此，中华全国集邮联合
会原副会长常增书总结了三点
原因。

首先，孙传哲始终坚持邮
票设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他的作品忠实
地记录了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
步伐。而新中国的诞生，为他
开辟了广阔的邮票设计前景。

其次，他的作品渗透着浓郁
的民族色彩。他设计的邮票，不
论是表现主题内容的画面，还是
边框、装饰等，都充分展现了
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使他设计
的邮票最终走向了世界。

另外，孙传哲搞邮票设计
十分勤奋，还敢于否定自己、

超越自己，精益求精，其作品
之精美传神，受到海内外集邮
爱好者的欢迎。

据孙诗卫讲述，自 1986 年
起，父亲的邮票作品在全国各
地 巡 展，故乡宁波是其中一
站。看到展览受到全国人民特
别是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应
邀参加开幕式的老人眼睛润湿
了。当时孙传哲已是古稀之
年，从心爱的工作岗位上退了
下来，但人民并没有忘记他，
没有忘记这位人民艺术家。

孙诗卫说，父亲一直
记得著名老画家吴作人先
生对其讲过的话：“你所从
事的事业是高尚的，你把
艺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

孙传哲曾说过，“我
之所以热爱邮票设计工
作，是由于我意识到自
己从事的事业与祖国人
民有着密切联系，意
识到艺术的真正价值
就在于它的社会效益
是 为 人 民 服 务 ， 在
精神文明建设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我
常想，自己不仅是
一个邮票设计者，
也是一名党的宣
传员，只有对我
们的党、对我们
的 人 民 及 对 我
们脚下这块土
地怀着深深的
爱心，才有可
能成为一名
称职的邮票
设计者。”

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
人民不会忘记他

“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票发行45周年，听孙传哲后人讲述——

“国家名片”背后的大师风骨

早春二月梅花开，含笑枝头吐芳华。
今年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60周年。60年来，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
步入宁波天封塔南隅莲桥第街区的塔影巷，花木深处藏着一座百年老宅，这里是新中国邮票设计奠基人之一孙传哲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如今已被辟为孙传哲邮票艺术馆。在位于左厅的“共和国印迹”展区，陈列着一套“向雷锋同志学
习”纪念邮票，是孙传哲为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15周年而精心设计的。

近日，记者联系上孙传哲先生之子、孙传哲邮票研究室名誉主任孙诗卫，并采访了孙传哲邮票研究室主任李岚，孙
传哲邮票研究室顾问、中国残疾人集邮联谊会会长李少华，听他们讲述这套纪念邮票设计与诞生始末，以及其背后所蕴
含的雷锋精神、大师风骨和家乡情缘。

1978 年 3 月 5 日 ， 为 纪 念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
词发表 15 周年，我国邮电部发
行了一套“向雷锋同志学习”
纪念邮票。

“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
票一套 3 枚。第一枚画面为毛
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书法雄健豪放；第二枚为华国
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把
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进行到底”，书法沉稳敦厚；
第 三 枚 的 画 面 为 “ 雷 锋 在 学
习”，色彩和用光都十分明快。
这 3 枚邮票底部有相同宽度与
长度的金色，且有同样的一行
红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
形成整套邮票的统一感。

这套“国家名片”背后蕴
含 着 怎 样 的 故 事 ？ 孙 诗 卫 介
绍，其父曾出版过一本关于邮
票设计创作的专著，书中披露
了自己设计该套邮票的过程和
感受。

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的孙传
哲，接到该套邮票的设计任务
后，翻阅了雷锋同志的大量照
片 和 图 片 ， 用 饱 蘸 五 彩 的 画
笔，勾画出一个又一个设计方
案。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孙传
哲选中了画报上刊登的一幅雷
锋同志正在驾驶室内学习毛主
席著作的照片，作为邮票的设
计题材。该方案得到国家邮票
发行局领导的赞扬和支持，他
们看了图样后，又建议孙传哲
增添毛泽东题词手迹和华国锋
题词手迹两枚邮票。

李少华告诉记者，改革开
放以后，新的集邮热在我国兴

起，他曾在宁海县邮政局集邮
专柜买到了 1978 年发行的“向
雷锋同志学习”纪念邮票，这是
一套专门为毛泽东“向雷锋同志
学习”题词发表 15 周年而发行
的纪念邮票，也是中国邮政第四
次发行有雷锋形象的邮票。

李少华回忆，他与孙传哲
因邮票而结缘。孙传哲晚年最
大的心愿，是把自己设计邮票
的图稿和创作经过编印成册，
为我国的邮票设计史留下一份
资料。后来，孙传哲把这个重
任托付给了自己的忘年交李少
华，嘱他编撰 《孙传哲邮票设
计作品集》。

“在此期间，我多次和孙传
哲先生在北京会面，孙老也数次
到浙江，向我讲述邮票设计经
过，其中包括这套‘向雷锋同志
学习’纪念邮票。”李少华说。

为了表现出隆重、喜庆的气
氛，孙传哲为两幅题词设计了红
底金字的画面。另外一枚雷锋像
的邮票，是根据一幅《雷锋在驾
驶室学习》的照片绘制的。照片
拍摄于 1960年 12月 13日，身穿
中国人民解放军“55”式军服的
雷锋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双手捧
着《毛泽东选集》专心阅读。汽
车方向盘出现在画面上也别有意
味，寓意雷锋把毛泽东思想视
作人生的方向盘。

这 3 枚邮票的画面内容其
实是不同形式的两组，即两枚
有题词的为一组，“雷锋在学
习”为另一组。两组邮票除了
采用相同的票幅设计外，还采
用了相同的红底金字和红色衬
底边框，显得庄重大方。

年逾花甲的设计师
反复推敲设计方案

邮票拥有“国家的名片”
“国家的自画像”等诸多美称，
任何国家或地区设计、印刷、
发行邮票，都要把当地最具代
表性、最有宣传价值和最能引
以为豪的内容作为选题，而众
多的邮票设计家，则以不同的
艺术表现手法将时代的画卷浓
缩于方寸之间。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时代
的风云人物当然会在‘国家的
名片’上占据重要地位。雷锋
是一位平凡而具有伟大共产主
义精神的战士，数十年来，他
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楷模。”
孙传哲曾这样深情告白。

雷锋平凡而光辉的一生，
深 深 感 染 着 这 位 当 时 已 经 年
逾花甲的邮票设计师。在雷锋
和千万个雷锋式的英雄人物身
上，孙传哲看到了祖国的明天
和希望。“我力求以较精确的
艺术语言，表现这套具有特殊

纪 念 意 义 的 邮 票 背 后 的 主 题
思 想 内 容 ， 记 录 下 雷 锋 这 位
影响了好几代人的时代人物的
风貌。”

在按照选定照片绘制邮票
图稿时，孙传哲特地和时任邮
电 部 邮 票 设 计 室 主 任 李 印 清
商 谈修改方案。擅长人物邮票
设 计 的 李 印 清 看 了 他 的 设 计
图 稿后建议，“原来的照片背
景太暗，应该突出车窗外灿烂
明媚的阳光，要突出雷锋脸上
浮现着的微笑。还有，原照片
上雷锋拿书的左手手指好像不
太自然。”孙传哲按照李印清的
建议，将原照片上雷锋拿书的
左手手指作了改动，又将车窗
外的背景和雷锋的脸部色彩改
亮 —— 阳 光 照 在 汽 车 方 向 盘
上、照在雷锋的身上、照在雷
锋的心上，寓意雷锋在毛泽东
思想哺育下，逐步成长为一名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以精确的艺术语言
展现时代人物风貌

记者 黄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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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哲邮票艺
术馆外景。

（黄银凤 摄）
孙传哲设计的“向雷锋同

志学习”信封。（黄银凤 摄）

孙传哲设计邮票时收集的
连环画《雷锋》。（黄银凤 摄）

孙传哲邮票艺术馆左侧展厅。
（黄银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