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有一些难以忘
怀的事，《青田石雕》邮票的申报几经周
折终获成功，是其中的一件……

协会成立
拉开《青田石雕》邮票申报序曲

1985年 5月 4日，青田县集邮协会成
立。记得当年，省邮票公司与省集邮协
会曾经下发过一个通知，要求基层邮电
部门及集邮协会推荐具有地方特色的邮
票选题上报省邮票公司及省集邮协会。
当时，时任青田县邮电局主管邮政业务
的副局长兼集邮协会会长华家雄同志要
求青田集邮协会，把青田石雕列为重要
地方题材邮票选题向省邮票公司推荐。
1987 年，青田石雕第二次作为地方题材
邮票选题再次向省推荐。

为了青田石雕邮票选题能引起重
视，省邮票公司经理、省集邮协会秘书长
张世平等同志专程来青田考察，并与青
田县美术公司达成协议、共同推出青田
石雕明信片，质量要求比上海美术出版
社发行的要高一个档次。省邮票公司要
求青田邮电局配合，时任青田县邮电局
局长与华家雄副局长派我作为局方代表
与县美术公司协作，致力推出由邮电部
门设计发行的青田石雕明信片。县美术
公司的代表是原青田石雕厂厂长、中国
美术大师周百琦先生。周百琦先生和我
是朋友，我们通力协作。在县美术公司
青田石雕陈列室，周百琦先生不顾病痛
与我一起选出了青田石雕各个时期的名
家代表作共 13件，请著名摄影家初小青
先生拍摄，组成了第二套青田石雕明信
片图稿，报省邮票公司设计，并确定在深
圳印刷。后来，因故这套青田石雕明信
片一直未能发行，成了一件遗憾之事！
我和周百琦先生曾多次商讨如何使青田
石雕名作上国家“名片”工作。为此，周
百琦先生在病重住院之时还牵挂此事，
在弥留之际，周夫人朱雪丽女士打电话
给华家雄和我，我们赶往原丽水地区医
院特护病房见他时，他紧紧地拉着华家雄
的手说：“一定要把青田石雕明信片和青
田石雕上国家‘名片’这件事做成，只要坚
持努力去奋斗，你们一定会成功的！拜托
了……”这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遗
言！

集聚杭州
向邮票发行的领导专家汇报

青田县邮电局争取青田石雕上国家
“名片”工作，得到了青田县人民政府的
大力支持。1988 年 5 月 18 日，青田县人
民政府青政字（88）第 76号“关于要求设
计发行青田石雕工艺品邮票的请示”，
上报国家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要求发行
青田石雕邮票。但这个请示在此后一
年多时间里一直杳无音信，石沉大海。
后来，我们从省邮电管理局办公室了解
到，申报地方题材选题要走双轨之路，
要有地方政府向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请
示，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函向国家邮
电部邮票发行局提议，又要有邮电部门
申报，才能将青田石雕精品列入国家邮
票发行选题。为此，1989 年 9 月 24 日，
青田县人民政府青政字（89）第 112号向
省人民政府出发了“关于要求设计发行
青田石雕精品邮票的请示”，浙江省邮
局管理局办公室也向省政府办公厅推
荐了青田石雕邮票选题，省政府办公厅
发函向邮电部门提出将青田石雕列入
邮票发行计划的要求。浙江邮电部门
也积极向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申报，形成
地方与邮电合力推动要求发行青田石
雕邮票的声势。

1989 年 11 月 25 日，《西湖》邮票发
行。24 日上午，青田县邮电局局长和我
一起赶往杭州，在省邮电管理局办公室
闵祥和主任的特意安排下，我们住进了
海军疗养所，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许宇
唐局长及一批邮票设计家住在一起，以
便于接触和向他们汇报情况。在疗养所
我最早接触的是浙江籍的邮票设计家董
纯琦、任宇和孙传哲先生，我向他们汇报
了青田人民的愿望，希望通过他们的共

同努力把家乡浙江青田石雕精品推上国家
邮票。董纯琦先生当时任邮票设计室主
任，在他的引导下，青田县邮电局局长和我
一起见到了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许宇唐局
长，我们直接向他汇报了青田石雕邮票题
材的申报情况，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11月 25日晚上 8点 30分，中共青田
县委书记李林访、人大主任王志溪、县长
周汉光等领导赶到海军疗养所拜访了许
宇唐局长，向他提出青田石雕精品上邮
票的请求，另外提供了一件精美的青田
石雕作品以及青田石、青田石雕的有关
资料。许宇唐对青田石雕作品仔细观看
许久，赞叹道：“你们提供的青田石雕作
品确实精美，也很有艺术欣赏价值，但我
们平时很少看到，对青田石雕了解得也
不多，只知道有刻图章的青田石。”他与
周汉光县长就青田石雕邮票选题申报之
事进行商谈：“邮票选题的审批是一件十
分复杂的事，上邮票的题材必须具有历
史意义与艺术价值，国家对邮票题材控
制很严格，一般的题材由部长办公会议
审批，重大政治题材邮票要报中央政治
局审批。因此，出一套邮票或者一枚邮
票都是很难的事。青田石雕你们已经申
报了两次，但总体来讲你们的资料还比
较欠缺，特别是在资料与图片方面，另
外，在青田石雕的宣传方面要下些功
夫。”

在杭州期间，我还认识了《集邮》杂
志记者李玲。她待人很热情，我邀请她
来青田采访，她说以后一定来。她给我
一张名片说：“欢迎到北京，有事找我。”

喜讯传来
青田石雕列入国家邮票选题

经过我们的努力，1990年初，邮电部
办公厅给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的复函中表
示：“你们要求发行青田石雕邮票的建
议，将在今后中国工艺美术系列邮票选
题计划中予以考虑。”青田石雕列入国家
今后 5年邮票发行选题计划有望，喜讯传
来，令人鼓舞。

为了早日将青田石雕列入国家邮票
选题计划，我们将上述情况向有关部门
通报，并且立刻行动起来。记得第一次
赴京，是青田县邮电局局长和我，还有县

工艺美术公司的徐孟康同志，我们一起
去北京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拜访。此时，
正值体制改革，邮票发行局与中国邮票
总公司合二为一成为中国邮票总公司，
邮电部对其人事进行调整，许宇唐局长
改任中国邮票总公司党委书记，刘殿杰
同志任中国邮票总公司总经理。我们通
过许宇唐书记认识了刘殿杰总经理，以
及国家邮政总局设在邮票总公司办公的
邮票处马文骐处长，向他们介绍了青田
石雕作品在国内外展览会上获奖的有关
情况，提供了青田石雕作品的样品及有
关资料，使他们了解青田石雕的历史，喜
爱青田石雕艺术，为宣传青田石雕讲话，
为青田石雕列入邮票选题讲话。我们还
积极争取拜访了国家邮政总局黄宪明局
长，向黄局长反映我们的意见及要求。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青田石雕终于上了
国家邮票选题计划。

意见不一
发行《青田石雕》邮票计划受挫

1991年 1月 5日，中国邮票总公司许
宇唐书记来电，他透露了有关青田石雕
邮票的信息，邮电部上青田石雕邮票计
划时，去征求中国美术总公司意见出现
了问题，有人坚持：“青田石雕在中国工
艺美术界虽有名气，但还不是顶尖的艺
术，陈列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珍宝馆
里有国宝级的翡翠、玛瑙类艺术品比青
田石雕还要精美，出青田石雕邮票我们
不反对，但我们盼望邮电部在出青田石
雕邮票的同时，也能出翡翠、玛瑙类艺术
品成套邮票。”由于意见不统一，出青田
石雕成套票计划“难产”。邮电部准备在
以后发行中国工艺美术系列邮票时安排
一枚青田石雕代表作。

得知情况后，青田县邮电局局长与
华家雄决定马上赴京，千方百计要攻克
这一道难关。局里要我着手准备再次赴
京拜访的有关资料，这次我向相关部门
要求，请他们提供青田石雕在国际、国内
工艺美术展览会上获奖作品放大照片约
20幅，我还购买了 10册夏法起先生编撰
的《青田石雕志》一书与青田石雕精品。
1月 6日，青田县邮电局局长和我一起去
山口镇，拜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如奎、

倪东方先生，向他们通报情况，邀他们一起
去北京，齐心协力，争取出青田石雕邮票。

1月 8日下午，我们四人由温州飞往
北京，踏上了人生最有意义、最艰难的一
次征途，到达北京时间已是晚上 9:00，我
们下榻在牛街邮电部招待所，青田县邮
电局局长马上拨通许宇唐书记家的电
话，和他商议在北京的活动计划与时间
安排。

1月 9日上午，我们到了中国邮票总
公司总经理刘殿杰办公室，我们向刘殿
杰介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如奎、倪东
方先生，刘殿杰马上和他们握手问候，让
座沏茶！我们道明来意，请他鼎力相
助。我们向刘殿杰提供了全套经过精心
准备的青田石雕图片资料，刘殿杰审阅
我们提供的新资料后与我们探讨：“青田
石雕上邮票计划这事，你们碰到两方面
的阻力，一是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二是
邮电部门本身。中国美术总公司方面他
们已经表了意见，你们不可能让其收
回。因此，你们的重点应该是邮电部门本
身，争取各个部门的支持，但关键还在邮
电部上层决策者。”在北京的前 3天，我们
拜访了浙江籍的邮票设计家董纯琦、任
宇、孙传哲等人，请他们帮助策划，攻克难
关；还走访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天瑞先生，向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拜访邮政总局邮
票处处长陈文骐，拜访国家邮政总局黄宪
明局长，陈述我们的意见与建议，盼望改
变对青田石雕邮票的决定。

1月 12日上午，我们四人形成一个共
识，攻克难关必须要向邮电部主管邮政
的朱副部长陈述我们的意见，反映我们
的心声，问题才能解决。青田县邮电局
局长向许宇唐书记与刘殿杰总经理提出
要求与建议，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安排
我们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向邮电部主管
副部长陈述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下午，
刘殿杰来电：“部领导已婉拒了你们的要
求，你们的意见请逐级向上级反映吧！”
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出青田石雕
整套邮票已无望。林如奎、倪东方两位
大师也商议，如果在中国工艺美术系列
邮票中只出一枚青田石雕，那我们就推
荐周百琦先生的“春”吧！当夜晚，我们
预订了 14日返程的机票。但是，心里始
终是不甘的！

贵人相助
《青田石雕》邮票发行出现转机

1月 13日上午，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
人，那就是《集邮》杂志名记者李玲。我
找出她的名片立即给她打电话，请她过
来一聚。一小时后，她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把青田县邮电局局长局长、林如奎、倪
东方两位大师一一作了介绍，青田县邮
电局局长把我们北京之行目的，及青田
石雕邮票上计划受挫的情况与她交谈。
李玲笑着说：“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下午 2:00，李玲来电话，叫我带上
青田石雕产品资料 1 小时后在邮电部
大门旁见面，一起去邮电部办公厅。下
午 3:20，我们出现在邮电部办公厅，办
公厅副主任胡钟元同志接见了我们，胡
钟元原是杨泰芳部长的秘书，是李玲记
者的好朋友。李玲把青田石雕邮票计
划搁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林如奎、倪
东方先生与青田邮电局领导请求向杨
泰芳部长陈述意见之事讲明，胡钟元看
了我递交的材料后叫我在接待室稍等，
他 与 李 玲 拿 着 资 料 去 请 示 杨 泰 芳 部
长。约过 15 分钟，他们满面春风地从
部长办公室走出，来到接待室告诉我，
杨泰芳部长同意接见你们，听取你们的
意见 ，时间安排在明天上午 9 点。此
时，我心情异常激动、泪水盈眶。我怀
着激动的泪花，在部办公厅马上打电话
把此喜事向青田县邮电局局长报告。

青田县邮电局局长激动地说：“真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把喜讯迅速转告许宇唐书记和刘殿杰
总经理。两位工艺美术大师也异常高兴
并提议，今晚汇聚“全聚德考鸭店”，由他
们做东感谢北京这批支持青田石雕上邮
票的领导与朋友们！这是一个十分激动
的夜晚，许宇唐书记感慨地说：“在你们
身上有一种对事业执着的精神，出青田
石雕邮票有望！”

14 日上午 8:00，我们到达邮电部门
前。8:30，李玲来了，她与我们一起办了
会客手续直奔部办公厅。胡钟元与我们
一起来到杨泰芳部长的办公室，把我们
介绍给杨部长，杨部长和我们一一握手，
让座。部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长裘士刚
同志马上上来给我们沏茶。

杨泰芳部长为人十分随和，我们的
汇报在毫无拘束的情况下进行。青田县

邮电局局长指着《青田石雕志》一书的封
面上的作品“谷子”汇报：“这就是倪东方
大师的作品，邓小平同志参观全国工艺
美术展览时称赞倪大师‘俏色用得好’。”
青田县邮电局局长指着封底“高粱”说：
这是林如奎大师的作品，这件作品被国
家收藏，现陈列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他
又在放大彩色石雕作品照片中找出周百
琦的“春”与倪东方的“秋菊傲霜”向杨部
长作介绍，“春”是己故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周百琦先生的代表作，获第二届全国
工艺美术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秋菊傲霜”是倪东方大师的作品，在第
六届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获优秀创作设
计一等奖，由国家收藏，曾陈列在中南
海。他还把张爱廷、林耀光、张仕宽、吴
如乾、林福照、周悟青、蒋伯洪、黄银松、
张爱光等名家的作品进行介绍。林如
奎、倪东方先生分别把青田石雕的历史、
生产、发展情况做了汇报，倪东方先生还
着重汇报了在青田石雕创作过程中青田
石俏色的运用情况，及青田石雕艺人巧
夺天工的石雕技艺。当代大文豪郭沫若
先生 1964年 5月参观青田石雕时曾留下

“青田有厅石，寿山足比肩。匪独青如
玉，五彩竞相宣……斧凿夺神鬼，人巧胜
天然”的诗篇。在汇报过程中，杨部长对
青田石雕艺术不断赞叹！

青田县邮电局局长从四个方面向杨
泰芳部长汇报：一、青田石雕发端于六朝
（公元 221-589年），历史悠久，是中国民
间工艺美术，发行青田石雕邮票完全符
合国家弘扬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方向和
要求。另外，青田石雕的石料盛产于浙
江青田，色彩艳丽，五彩相宣，不同于玛
瑙、翡翠为国外来品，而是纯萃的中国名
石。二、青田石雕作品在国际、国内工艺
美术展中获奖颇多，在 1915 年美国举行
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就有 12件作
品荣获银牌奖。1982 年，获全国工艺美
术百花奖“希望杯”。有数十件青田石雕
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陈列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吴如乾先生的“花瓶”、
林耀光先生的“骏马”分别被作为国礼赠
送给前苏联和朝鲜领导人。美国总统尼
克松访华时，特制了 500只青田石雕小象
为纪念品，青田石雕为国家赢得声誉。
三、青田县有十几万华侨旅居世界近百
个国家与地区，他们以青田石雕为荣，都
盼望发行青田石雕邮票，发行青田石雕
邮票有利于中国民间工艺在国际上的交
流。四、从集邮的角度来讲，发行青田石
雕邮票套票集邮者喜欢，也有利于集邮
业务的发展。

听着，听着，杨部长发问，青田石雕
邮票一套几枚为好？青田县邮电局局长
答道：“四至六枚。”杨泰芳部长叫秘书裘
士刚同志把我们汇报的情况作纪录，转
相关部门研究。汇报进行了一个多小
时，汇报结束，杨泰芳部长和我们合影留
念，他亲自送我们到电梯口握手道别，并
嘱咐下次来北京，欢迎再来部里做客！

努力付出
《青田石雕》邮票出版发行成功

我们从北京回来不到一个月，中国
邮票总公司许宇唐书记来信，邮电部已
正式把青田石雕列入 1993年邮票发行计
划，一套四枚。我们的努力终于成功。

1991年 5月，中国邮票总公司派著名
摄影家任国恩先生来青田，拍摄青田石
雕作品的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全程陪同。

以后近 20 个月里，我两次陪同青田
县邮电局局长、陈慕榕、张崇良三人去北
京邮电部拜访杨泰芳部长，请杨泰芳部
长与中央党校副校长、浙江省委原书记
薛驹同志为青田邮电题词；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首任邮电部长朱学范
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为青
田石雕邮票发行题词；争取青田石雕邮
票提前到 1992年发行。由于我们工作做
到位，青田石雕的声誉日高。邮电部办
公厅决定选八件青田石雕作品为部长出
国访问的礼品，青田石雕艺术家闻此喜
讯，争做邮电部长出国礼品，我又奉命送
往北京。为了青田石雕上邮票我五次赴
京，还与著名邮票设计家董纯琦先生一
起设计了青田石雕邮票纪念册。

1992年 12月 15日，邮电部选取了周
佰琦、林如奎、张爱廷、倪东方四位国家
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春》、《高粱》、

《丰收》、《花好月圆》原型，制作了精美的
《青田石雕》邮票一套 4枚，并正式出版发
行。其精湛的设计、准确的印刷，荣获
1992年度优秀T票和最佳印刷殊荣。

这一切，在我人生的轨迹里留下难
以忘怀的记忆。

（作者系青田县邮电局办公室原主
任、青田县集邮协会原秘书长）

石雕邮票铸丰碑
——亲历《青田石雕》邮票发行

郭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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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青田石雕邮票首发式暨首届青田石雕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时任邮电部杨泰芳部长为青田
石雕邮票发行题词。

青田石雕套票。

青田石雕邮票首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