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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纵”后代、退伍战士吕小强：

集邮50年收藏浓缩近代史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唐源泽

吕小强生于 1955 年，今年 66 岁。受父亲影
响，他从 11岁便开始集邮，成了终身爱好。即使
是在“文革”艰难时期，吕小强都想方设法保存下
了大量邮票。吕小强一家人都是集邮爱好者，他
们家是名副其实的集邮世家，这在惠州集邮圈里
几乎无人不知。

作为东江纵队后代的他，曾参加过对越自卫
反击战，因此他对抗战邮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与特殊
的情结。令他欣喜的是，全国约有百余个烈士名字
命名的地名邮戳，于是他决心集齐这些烈士地名邮
戳，并据此制作了相关的邮品，并寄到当地盖戳。
这可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程”，但他却乐此不
疲。目前，这部浓缩“烈士英雄谱”即将完成。

吕小强全身心投入集邮文化，“跑戳”更是家
常便饭。在吕小强收藏的邮票中，一枚贴着车票
的实寄封显得格外突出。这是一张从惠州小金口
到东莞常平东站的城轨车票。在莞惠城轨开通当
天，吕小强早上4点多起床，5点半出门赶去乘坐
首趟列车，到达东莞常平后，随即将车票制作成莞
惠城轨开通的纪念封寄回。

在办完“常平—小金口”通车纪念封后，他又
急急忙忙乘坐城轨赶回惠州小金口邮局办理“小
金口—常平”通车的纪念封。这些纪念封则由一
位邮友在常平的朋友来帮忙代收。这样，从两个
首发站寄出的纪念封算是大功告成了。别人都说
太折腾了，但他却说：“集邮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
程，乐在其中。”

近 20年来，吕小强编排的邮集多达数十册，
能反映建党百年历史的便有9册，如《辉煌的九十
年》《中国梦》《长征颂歌》《走进广东》《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惠州》等。为了完美地呈现邮品中的历史，已
花甲之年的吕小强开始学习用电脑，从目录制作到
内文输入，从收集邮票、信封、明信片、邮戳等各式各
样邮品，到设计、编排、制作，全部都亲力亲为。

惠州重大事件均有邮友身影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实习生 唐源泽

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惠州市集邮协会设计
了疫情暴发、疫情清零、复工复产、复课复学、中医
治疗、表彰大会等抗疫主题纪念封、纪念戳等邮
品。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今年惠州邮友们计划开
展一系列集邮活动。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少不了这
个群体的身影。

邮 品 记 录 着 惠 州 的 时 代 发 展 与 城 市 变 迁 。
2008 年 4 月，为庆祝惠州设地级市 20 周年，在惠州
西湖泗州塔下举行了《绚丽惠州》《惠州西湖》专用
邮资图首发式。2010 年 7 月 3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
运动会在惠州开幕，惠州市邮政局启用了纪念邮
戳并发行了纪念邮资封和邮资明信片。2015 年平
潭机场复航以后，每逢新增航线中出现首航城市
的，惠州邮政均启用一枚纪念邮戳以资纪念，而惠
州邮友们 6 年来前往平潭制作、邮寄首航纪念封从
不间断，以集邮的方式来记录一座机场，在这全国
的航空集邮领域较为少见……

近年来，更是发行了西湖、罗浮山、水东街、体
育场、大亚湾和各景点的风光明信片等，不仅展现
了惠州的人文风貌，并通过邮寄及各级集邮展览
等集邮文化活动，使惠州的形象逐步走向全国及
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集邮爱好者积极关注本
土文化，具有相当高的敏锐性。2018 年，集邮爱好
者朱伟平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到当年是高恬波诞辰
120 周年，而高恬波是南粤首个女党员，值得缅怀
纪念。得知这一消息后，惠州市集邮协会与当地
联系，收集多方资料，拟策划启用纪念邮戳和设计
纪念封。由于不能确定高恬波具体的出生日期，
邮友们一致商议，决定将党的生日作为她的生辰。

7 月 1 日这一天，恰逢《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个
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发行，邮友们购买该套邮票后，
贴在设计好的《高恬波诞辰 120 周年》纪念封上，随
后争分夺秒，立马前往高恬波出生地惠阳盖当天
的邮戳，仪式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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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民间集邮文化繁荣
“10后”加入集邮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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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惠州集
邮爱好者吕小强
正修改完善邮集

《四渡赤水战役》。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由中华全国
集邮联合会主办的“建
党百年”主题性全国邮
展将于本月底在上海
举行。其中，《四渡赤
水战役》是惠州唯一入
选的邮集。记者在采
访中获悉，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惠州市集邮
协会计划开展一系列
“集邮进校园”活动。

邮票方寸之间包罗
万千世界，也被称为国
家名片。百余年来，惠
州人文风景屡屡登上
国家发行的邮票，曾助
力惠州在国内外声名
大增。随着时代发展，
手写通信渐渐退出历
史舞台，但包括邮票在
内的邮品物件依然承
载了数代人的记忆。
至今，惠州民间集邮爱
好者数不胜数，集邮氛
围热烈，从耄耋老人至
黄口小儿，从未断层。

作为惠州集邮界的资深发烧
友，吕小强十分留意党史题材的邮
品。采访当天，他特地带了很多珍
藏的邮集。记者看到，每一册邮集
都用蓝色的文件夹装着，整洁美观，
细节可见用心程度。

其中，邮集《四渡赤水战役》共
16 个贴片，由邮票、邮资封、实寄
封、明信片等 110 多件邮品精心编
组而成，分为《遵义会议》《四渡赤
水出奇兵》《调虎离山袭金沙》《走
向新的胜利》4 个章节，再细分为
若干个小节。“四渡赤水战役在长
征 中 意 义 重 大 。”吕 小 强 讲 起 历
史，滔滔不绝。

在每一个贴片上，都附上了故
事背景及邮品信息，可读性强。一
翻开，鲜活的一幕幕历史仿佛发生
在眼前。在《遵义会议》系列邮票
中，上半部分选用了黎平会议会
址、猴场会议会址等地的邮票，以
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
祥等人物邮票，下半部分组合了两
张邮资明信片，在遵义会址的明信
片上贴有邮票，并盖有遵义当地的
邮戳。

难得的是，其中一张邮资明信
片还是罕见的错版。“错版是非常
有收藏价值的，邮友喜欢收藏我有
他无的邮品。”据内行人士评价，这

一邮集要素齐全，编组规范，独具
匠心。

另一个作品——邮集《让党旗
高高飘扬》更是分量十足，里面的
邮品是吕小强近 50 年集邮生涯的
心血结晶，由 450 多件邮品组成 80
张精美贴片，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
诞生到发展壮大的风雨历程，图文
并茂，色彩鲜明，整体编排变化有
致，引来在场的邮友不约而同起身
观看。

在《党徽和党旗的象征和标
志》章节，可看到 6 张不同时期发
行的纪念邮票，可直观清楚地看
到，党徽党旗由一开始的“镰刀斧

头”是如何演变至如今的“镰刀锤
头”的，邮票记录并呈现了这一变
化过程。该邮集还收录了不少外
国发行的纪念邮票，让邮集看起来
更加丰富多彩。

通过邮品来学习党史，更为生
动有趣。《让党旗高高飘扬》曾在惠
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展出，
引起关注，大批学生及教职工驻足
围观，加深对党史的了解。

记者了解到，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惠州市集邮协会正在策划设
计主题邮品，启用纪念邮戳，同时计
划举行集邮展览，进校园开讲座、沙
龙等活动。

集邮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中
国集邮的初始阶段是晚清时期，而
惠州水陆交通方便，商业繁荣，通信
历史尤为悠久。据明清《惠州府志》
《归善县志》记载：早在明洪武初年，

惠州就建有欣乐、平山、平政、水东、
苦竹等五个水马驿，传递官家邮
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惠
州邮务局在水东街成立，至今刚好
120年。

集邮爱好者梅焕裕认为，惠
州 集 邮 史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清 末 民
初。据其回忆：上世纪 70 年代，
他 曾 在 朋 友 家 中 看 到 过 一 本 邮
册，其中的大部分邮票和实寄封
都是清朝和民国初年的。据该朋
友介绍，这些邮册是他曾祖父传
给他祖父的。推测起来，他曾祖
父 在 清 朝 末 期 就 开 始 收 集 邮 票
了 。 可 惜 的 是 ，上 世 纪 80 年 代
末，这些邮票丢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已发行
的人物邮票中，惠州名人熠熠生
辉。最早出现在邮票上的惠州人是

廖仲恺和邓铿。1932 年 8 月 13 日
（民国二十一年），中华邮政发行的
民普 13 北平版烈士像邮票中，同
时出现了这两位惠州人，一时传
为佳话。这套邮票发行后，又通
过加盖改值，在全国各地邮局流
通使用，惠州人的形象第一次通
过邮票走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原邮电部于
1987 年 4 月 7 日发行了一套编号
为 J137《廖仲恺诞生 110 周年》的
纪念邮票，邮票第一枚是廖仲恺
的头像，第二枚为廖仲恺及夫人
何香凝图像。这套邮票的发行，
使廖仲恺成为第一个两度荣登国
家名片的惠州人。此后，国家邮
政部门还陆续发行了叶挺、廖承
志等惠州名人邮票。

除人物邮票外，许多人文地

理、风景名胜等与惠州文化相关的
各种邮资品也陆续发行。1990 年
10 月 9 日发行的风光邮资明信片
YP8《广东风光》，全套 10 枚，其中
一枚为《广东惠州西湖》，这套明信
片发行后曾令当时的惠州声名大
增，很多国人正是从这套明信片上
了解到惠州也有个美丽的西湖的。

集邮爱好者王仕伟手头有一件
特殊的邮品，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
早反映惠州风情的明信片。据介
绍，这是约 20 世纪初，瑞士巴色会
发行的“惠州府城大东门”明信片。
这张明信片的原始照片是传教士乘
船从东江逆流而上经过惠州时所拍
摄的，镜头定格下了晚清时期的惠
州古城——东江浮桥上人来人往，
三层高的东城门依江而立，气势恢
宏，远处矗立着文笔塔。

集邮曾掀起多次高潮，承载
着数代人的记忆。现如今，惠
州集邮文化依旧繁荣，王仕伟
介 绍 ，惠 州 市 集 邮 协 会 共 有
3000 多名会员，这当中有一群
堪称“铁粉”的中坚力量，“他们
都会培养孩子的集邮兴趣，接
力去集邮”。在长期的文化熏
陶之下，虽然现代人很少写信
了，但集邮队伍并未断层，上至
90 岁老人，下至“00”“10”后，
老中青少皆有，年龄跨度很大。

集邮文化丰富，领域广泛，
邮票能从多侧面反映社会风
貌。“但作为一名集邮爱者，仅
仅收集邮票是不够的，与集邮
有关的封、片、戳都是收集与研
究的对象。”集邮爱好者刘鄂平
介绍，在集邮界有句行话，叫做

“集票不集封，到头一场空”。
因此，平时集邮爱好者们会千
方百计收集相关的邮品，经常
互换互寄，到各地“跑戳”。“跑

几十公里，只为抢时间盖上当
天的邮戳，有时候到了邮局却
发现关门了也是常事，每件邮
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讲到这
里，在座的集邮爱好者们不由
得相视一笑。

上了年纪的邮友们，大多
都有着共同的集邮记忆，也有
聊不完的话题。谈起最为深刻
的集邮记忆，吕小强想起，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那天，国
家发行面值50元的金箔小型张
以及两枚邮票。消息一出，引
发众多市民抢购。当天一大
早，吕小强冒着大雨去中山东
路的邮局门口排队买，那时门
口已经大排长龙，不少人都是
半夜来排队的……吕小强的回
忆打开了邮友的话匣子，大家
十 分 激 动 ，争 相 发 言 回 忆 往
事。对当时而言，发行价120元
的一本邮折并不便宜，但仍十
分难买，全市各大邮局几乎都

挤满人，一时间成为大街小巷
热议的话题。

1999年出生的梁家鹏可能
难以想象当时人们抢购邮票的
热闹场景，这代年轻的集邮人
却有不同的故事。别看他年
纪小，梁家鹏的“邮龄”已超
10 年。小时候，偶然间看到精
美 的 邮 票 ，梁 家 鹏 便 喜 欢 上
了 ，后 来 通 讯 方 式 越 来 越 便
利，通过邮友间互相介绍，他
结识了很多来自大江南北的
志同道合的邮友，经常互寄邮
品，互通信息。

相比其他大众邮品，梁家
鹏更喜收集邮戳，尤其是双文
字邮戳。“这种特殊邮戳除了汉
文外，还刻有另外一种少数民
族文字，通常在少数民族聚集
区的邮局使用，现今使用双文
字邮戳的民族文字有藏文、蒙
古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彝文
及傣文等。”讲起邮品，梁家鹏

显得异常兴奋。
收集研究邮戳，也让梁家

鹏了解到更多关于中国文字的
知识。“像云南纳西族的邮戳含
有纳西族文字东巴文，这比甲
骨文还要古老。”近年来，邮品
设计更加时尚，更有创意，吸引
了不少像梁家鹏这样的年轻
人。梁家鹏介绍，他身边年轻
的邮友都比较喜欢收集创意邮
品，如自带香味的、镶水晶的、
贴金箔的，等等。

“集邮是一个世界性的爱
好，不受年龄限制，让人终身
受益。”在集邮爱好者朱伟平
看来，以前用手写通信来实现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随着现代
通讯技术的发展，集邮队伍有
所减退，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
规模，重 要 原 因 在 于 集 邮 文
化 是 集 知 识 性、趣 味 性 和 观
赏 性 于 一 体 的 ，能 让 人 怡 情
益智。

惠州名人屡登国家邮票

集邮爱好者更趋年轻化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反映惠州风情的明信片，照片为 20 世纪初的惠州府城大东门，是传教士乘船从东江逆流而上经过惠州时所拍

吕小强制作的贴片

吕小强编排的邮集多达数十册

学生制作完成贴片后十分喜悦

邮友设计的抗疫主题纪念封

邮友们设计的高湉波诞辰 120 周年纪念封

邮品记录下惠州时代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