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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开我的集邮册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正在读小学。
“太平天国起义年代”这样一道历史试题，难住了我。
良久，眼前一亮：我想到了我的集邮册。
那里不是有一套刚刚发行的“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百年纪念”邮票吗？
很快，1951年倒推100年，于是，我的答卷上写下了正确的答案：1851年。
的确，邮票真如小小的“百科全书”，而集邮也真的可以长知识啊。
此后，我的集邮兴趣大增。
从1952年开始，有了集齐新中国全部邮票的“宏愿”。
岁月流逝，60载春秋倏然而过；正值共和国60周年华诞来临之际，翻检步入第60个年头的全部新中国
邮票，我的眼前又是一亮。
在这60年的邮票中，不是鲜明地烙印着新中国前行的足迹吗？
于是，我找出了近60年来布满历史烟尘的老集邮册，将60年的新中国邮票选放在6本邮册中；每册10个
页片，每个页片置放着一个年头中最富特色的邮票。
这样，1册10年，6册60年，呈现出一部邮票上的新中国成长之旅。
邮票被称为国家的“名片”，也是时代的象征，理所当然地记录了国家的历史。
新中国邮票的发行，没有因为全国尚未完全解放而留下空白。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在共和国新纪元之初，新中国邮票的新的编号——纪念邮票第1号，便和
这个新的人民政权一起诞生了；在邮票的方寸天地间，新中国重要的历史瞬间也由此展开。
翻开一本本邮花绽放的集邮册，走过了60年的共和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尽管从邮票这个小小
的视角，并不能够完整、全面地重现共和国的“编年史”，甚至会有必然的“挂一漏万”，但仅仅从
邮票这个小小天地去捡拾起共和国历程的“断片”，无疑，也可以让人们去重温往昔，壮行前程。
在国庆60周年庆典的日子里，我的翻检邮册、阅览历史的行动，不仅让我忆起了自己的集邮旧事，更
成为祝福祖国60岁生日的一种最有意义、最具特色的“仪式”。
于是，这6本集邮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一本本一页页打开了，通过邮票，让我们一起去追寻共和
国的“成长侧影”和前进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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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邮票背后的共和国历史：邮说中国1949-2009》把精选60年的新中国邮票放在6本邮册中，每册10
个页片，每个页片放置一个年头中最富特色的邮票，呈现出一部邮票上新中国成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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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打开我的集邮册——代前言
第一本集邮册：共和国的“纯情岁月”
第二本集邮册：共和国的“坎坷时刻”
第三本集邮册：共和国的“转折年代”
第四本集邮册：共和国的“躬耕季节”
第五本集邮册：共和国的“春日辰光”
第六本集邮册：共和国的“希望年华”
合上邮册的时刻——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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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页·篇1949年在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蒋家王朝的“青天白日”旗陨落南京之时，一
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的朝曦已升在北京城头。
我的集邮册中最初的几套新中国邮票铭记了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那就是新中国的诞生。
赫然在目的“纪1”，也就是新中国纪念邮票的第一套，宫灯下的天安门图，简朴洗练，灯上嵌着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徽志。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京，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各界的
代表共662人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制定了政协和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在北京，新中
国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6人为副主席，并由180人组成政协第
一届全国委员会。
毛泽东在致辞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套纪念邮票在1949年10月8日发行，时隔4个月，1950年2月1日，编号“纪2”的又一套“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发行，一枚图案是北京新华门和政协会徽，另一枚图案是毛主席和政协会场
。
这两套邮票记录了新中国开国的一个庄严的奠基式。
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
我的集邮册中的第三套邮票留下了这个辉煌的历史瞬间。
那是1950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
票幅上的五星红旗最为鲜明夺目，国旗下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开国大典中的天安门阅兵的情景。
邮票以红色为基调，洋溢着喜庆欢乐的气氛。
而后在建国10周年的纪念邮票上，再次出现过“开国大典”的场面，那是以画家董希文的名作为图的
一枚精美的单色雕刻版邮票。
最早出现在邮票上的国旗，是在建国1周年的1950年10月1日的纪念邮票上。
当五星红旗飘扬在邮票的方寸画面上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国歌，听到了“歌唱祖国”的颂歌。
最早出现在邮票上的国徽，是在1951年建国2周年发行的特种邮票上。
最早出现在邮票上的国歌，是在1979年建国30周年的纪念邮票中的一枚大幅邮票上；这一年的纪念国
庆邮票发行了5组，其中3组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单独作为邮图。
应当说，国旗、国徽、国歌是新中国永恒的标志与象征，在邮票上它们多次出现，正意味着祖国在亿
万人民心中神圣的位置。
在开国的一个半月后，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世界工会联合会召开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
这是共和国第一次向世界敞开大门，也是在共和国第一次召开的世界性的会议。
新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到来。
世界工会联合会，简称“世界工联”，是国际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
1945年2月，在苏联工会的倡议和推动下，由45个国家的工会组织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成立统一的世
界工人组织。
同年9月25日，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在巴黎开幕，56个国家的工人代表参加了大会。
1945年10月3日，大会一致通过“世界工联”章程，正式成立了世界工会联合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世界工联的团体会员之一。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联”在北京召开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
会议确定了亚、澳各国工人运动的方针，并通过建立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澳洲联络局等决议。
1950年4月，“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
在这次会议开幕的那一天，1949年11月16日，中国发行了“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纪念”邮票一
套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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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图由地球的东半部，以及象征着工人的手持铁锤的图案构成。
1949年，在邮册上留下了一个新政权诞生的历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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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合上邮册的时刻《邮说中国：邮票背后的共和国历史》一书在共和国60华诞的前夕问世了。
为祖国贺诞，有多种方式。
作为集邮爱好者，我们将自1949年以来发行的新中国邮票收集展陈，从中清晰地窥见了共和国走过的
轨迹。
方寸邮花投射出了一个国家自此“走向繁荣富强”的既伟大又亲切的身影。
当然，这种“邮说”方式会有挂一漏万之嫌，但一道简洁的轮廓线却仍能真实地勾勒或速写出祖国母
亲的基本形象。
同时，这一册邮集，也是极富艺术魅力的珍贵收藏品。
因此，这本书也就有了另外一种意义的阅读与保存的价值。
我们谨以此书表达对于伟大祖国的崇仰与挚爱。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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