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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俊剑 通讯员 林园园

满头银发，戴着呢帽，背着一个写着汉书的
白布包，在心爱的邮票前欣赏美丽的图案，这是
92 岁的青田老华侨留伯仙每天最享受的生活。

出身书香门第的留伯仙，是远近闻名的“集
邮达人”。 70 年间，他收藏了约 7000 枚邮票，还
在青田老家开了家陈列馆， 其中不少是难得一
见的珍品，“身价”最高的一枚错版清代邮票，市
场估值超过 40 万元。

醉心集邮 70 载
收藏了约 7000 枚珍贵邮票

“看着收藏的邮票，一张一张地欣赏，就感
到安心。每一张都花了不少精力，让我想起很多
往事。 ”一方书桌，几册邮集，留伯仙每天的“头
等大事”便是欣赏自己潜心收藏的邮票。

1927 年出生于青田县仁庄镇的留伯仙，在
读小学三年级时，受邻居伍菁材的影响，接触到
了人生中的第一枚邮票。据留伯仙回忆，伍菁材
爱好集邮， 拥有很多年份久远、 极其珍贵的邮
票。 伍菁材退休后，将不少邮票转赠给了他，留
伯仙被这些精美而珍贵的邮票打动了。

1949 年，留伯仙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正式
开始了集邮之路。 他的父亲曾经到日本、美国、加
拿大、法国等地经商，经常写信回家，信封上带着
异国风情的邮票，成了留伯仙最期待的“礼物”。

亲戚朋友得知留伯仙的爱好后， 会赠他一
些邮票，或帮他收集信封上的信销票，同好之间
也会相互交换藏品，渐渐地，留伯仙集了不少邮
票。 1979 年，他随着“出国潮”前往法国谋生，当
地浓郁的邮票文化以及邮寄书信的需求， 让他
的集邮生涯真正进入“狂热期”。

“几十年下来，大约集了 7000 枚邮票。 ”翻
开留老的集邮册，如同打开了缤纷的百科全书：
从国内邮票到国外邮票，从单枚邮票到套票，从
名胜古迹到历史伟人再到重大事件。 每一枚邮
票，他都精心、完好地保存着。

为了买一套 1865 年的邮票
他曾经节衣缩食两个多月

“那花了我一个多月的工资，为这套邮票我

可饿瘦了。”留伯仙笑着说起自己“为邮而狂”的
经历。 当年在巴黎，他一边打工谋生，一边在邮
票跳蚤市场流连忘返。

一次，他看中了一套 1865 年发行的“上海
工部大龙”四分银邮票。 为了得到它，留伯仙节
衣缩食两个多月，硬是攒出了一个多月的工资。

说起这套邮票，还真的挺有来历。 鸦片战争
后，在上海的外商联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部书
信馆”， 负责为当地外国商行商人传递信件。
1865 年 3 月， 中国工部书信馆发行了第一套上
海工部大龙邮票，人工水印，数量极少。

“中国集邮界把这套邮票看作外国邮票，它
是当年国耻的见证。 ”留伯仙说，他这么在意这
套邮票，正是因为这小小的邮票，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信息。 收藏这套邮票，不仅是为集邮，更是
为了记住历史。

1878 年，清政府海关试办邮政，首次发行中
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邮票上的主图就
是清皇室的象征———云龙。“大龙邮票是中国发
行的第一套邮票， 在邮票发行史上具有重要位
置。 ”留伯仙说，这套大龙邮票，也是他的珍藏。

留伯仙收藏的邮票数量多，质量高，主要分
为“书信馆邮票”“红印花加盖邮票”“孙中山头
像邮票”“上海工部大龙邮票”“大龙邮票” 等专
题，一张张邮票陪伴着他，走过了漫长岁月。

一张略显“模糊”的清代错版邮票
身价反而很高，市场估价超 40 万元

留伯仙说，每一枚邮票背后，都有他的人生
经历和故事，足够让他回味很久。不过论起邮票
的“身价”，有几张还真的价值不菲。

“黑便士是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面世九个月
后，由于黑色邮票上盖上黑色邮戳不易看清，有
人将盖有黑色戳的邮票揭下来重复使用， 于是
就用同一版模将邮票印成了棕红色， 红便士邮
票便开始发行了……”留老介绍着“黑便士”和
“红便士”邮票，这是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淘来的
“宝贝”，被众多集邮爱好者列入“世界上最珍贵
的邮票”之一。 留伯仙收藏的这两枚，“身价”约
5600 美元。

而“身价”最高的，是一枚小小的清代邮票，
上面盖着“暂作洋银半分”的印戳，不过这几个

字有些“重影”。 这套邮票俗称“万寿邮票”，是 1884
年由清代海关邮政为庆祝慈禧太后的诞辰而发行。
这是中国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本身就很有价值。

留伯仙说，这是一枚难得的错版邮票。错版邮票
本是操作失误造成的次品，但是因为收藏界崇尚“物
以稀为贵”，反令其身价上涨，被集邮者奉为心爱的
宝贝。“这枚小小的邮票，市场估价大概 40 万到 60
万元，不过我不舍得卖。 ”留伯仙笑着说，这是从中
国流出去的邮票，当年在法国第一眼看到，就毫不犹
豫地买下来，将这邮票带回国。

毫不犹豫地捐出“宝贝”
“方寸之间”寄托家国情怀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对于著
名诗人余光中而言， 一枚小小的邮票承载着浓浓的
亲情，寄托着满满的乡愁。 而在留伯仙眼中，这小小
一方纸宛如一部“时光机”，见证着一代人的记忆，寄
托着家国情怀。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邮票文化，2008 年，留
老在老家仁庄镇建立了留伯仙参展邮集陈列馆。
在这个陈列馆中， 各个展厅的墙壁上都挂满了各
式各样的邮票， 这些都是留老精挑细选出来的藏
品。

“收集邮票是一种情怀，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
这个陈列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留
伯仙说。不仅如此，他还着手整理资料，出版了《大清
大龙票版模特特征专述》《留伯仙集邮文选》等书。留
伯仙说， 他偏爱收藏中国早期发行的邮票， 研究多
了，渐渐对青田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田有许
多名人，三乡文化浓郁，他走访了许多历史亲历者和
亲历者的亲属，整理了很多历史资料。

2017 年，青田首个乡愁馆在留伯仙的老家仁庄
镇建成， 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珍藏的三套“宝贝”。
“我把自己收藏的三套邮票捐赠给了乡愁馆，第一套
是 1865 年到 1877 年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邮票集，
第二套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第三套是
关于孙中山先生的邮票集。 ”留伯仙说，这三样，是
他的心爱之物， 但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小小
的邮票，了解历史，增长见识。

“我数十年如一日与邮为伴， 享受着集邮的乐
趣。现在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邮票文化，了解方
寸之间承载的家国情怀。 ”留伯仙说。

92岁“集邮达人”70年收藏 7000枚珍贵邮票

一张错版清代邮票
“身价”超 40 万元

▲错版清代邮票

荨 “黑便士 ”和 “红
便士”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