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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集邮，源于邮票，邮票又因邮政通信的需要而诞生。
因而集邮活动与邮政，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源流与依存关系。
集邮有益于邮政，促进了邮政；邮政支持了集邮活动，发展了集邮事业。
这些都是应该了解的基本概念。
集邮文化的内涵、外延，以及它所联系的社会各界群众，它的国际性的友好交往，都远远超出了邮政
业务工作的范围。
因而集邮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党和
政府的重视，获得文化、教育以及工、青、妇等部门的热情支持。
集邮，这一具有国际统一规范的文化活动，伴随产生了不少集邮文化方面的图书、报刊、学术专著，
更有诠释集邮事物、集邮词汇的实用典册。
我想，这也是《中国集邮大辞典》面世十五年来，所以受到集邮者欢迎，引起国际集邮界关注，两版
接连获得世界邮展高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百年中国集邮史表明，中国集邮者非常重视集邮词汇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视集邮类书、辞书、百科全
书的编纂、出版。
这一优良传统，在编纂、修订《中国集邮大辞典》的实践中得到生动反映。
作为集邮者经常查阅、使用的实用辞书，《中国集邮大辞典》的第一位的目标追求，就是它的权威性
。
权威，首先表现在它的科学性，即定义、释义的可信度与统一、规范，以及相对的稳定性，而不是朝
令夕改、昨是今非，令人无所适从。
事物是发展的，因而“稳定性”是相对的。
随着集邮事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国内国际相关法规的变动，集邮词汇、术语的变化、增减
，百科性质的《中国集邮大辞典》，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修订，跟上时代的步伐。
当然，时间不能太短，变动不宜太繁，十年左右修订一次，可能比较合适。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组织编纂的《中国集邮大辞典》，是百年来中国集邮界的智慧集成，是一项宝贵
财富。
这块基石不容动摇。
同时必须看到，1999年修订版出版之后的十年中，国内国际集邮活动发展很快，集邮领域内的新事物
不断增多，文献著作空前繁荣，因而集邮专业的新词汇与流行术语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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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辞目按分类排列。
  　二、辞文正文前有辞目分类目录。
包括12个部分。
  　三、辞目一般以全称或较为常见的名称作为主条，有相应的释文。
其他又称、习称、简称酌列参见条。
　  四、辞目标题附有相应的英文，个别专有名词附有其他外文。
　  五、辞目释文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标题。
　  六、为便于理解释文，部分辞目附有图片。
　  七、本书编有《中国邮政与集邮大事年表》和附录。
附录收入了与邮票和集邮活动有关的资料表9个，供读者查阅。
 　 八、辞目正文后有辞目汉语拼音索引。
 　 九、本书所用资料截止时间一般为2008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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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综论第二部分　邮驿和邮政第三部分　邮票发行、设计、印制第四部分　邮票分类第五部
分　邮政用品第六部分　封、片、简、戳、单式第七部分　珍贵邮票与珍贵邮品第八部分　集邮活动
第九部分　集邮组织第十部分　集邮文献第十一部分　邮品市场第十二部分　邮政集邮人物中国邮政
与集邮大事年表附录辞目汉语拼音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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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集邮是随着邮票的诞生而出现的活动。
1140年5月6曰，世界上首套邮票在英国正式发行。
在5月1日出售的当天。
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J.E.格雷博士就购买了邮票作为纪念品保存。
1862年，他又编写了英国的邮票目录，因此他被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集邮者。
1841年，一位英国妇人曾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广告，征集邮票来装饰梳妆室。
19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发行邮票国家和地区的增多，邮票开始被人们重视，成为竞相收集的收藏品
。
1852年，比利时集邮爱好者温地美伦首次举办个人集邮展览。
1861年，法国出版第一本邮票目录《邮票》，收录邮票约500种。
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大量的集邮爱好者，促进了国际性集邮活动的发展。
1869年4月10曰成立的伦敦集邮学会是世界上的第一个集邮组织。
1878年，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国际集邮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集邮者参加。
1926年，国际集邮联合会在巴黎成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集邮活动在世界范围內迅速发展.集邮者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对象最初仅是邮票，以后逐步扩展到与邮
票和邮政有关的实寄封、首日封、邮资片封简、邮政曰戳、邮票发行史前的邮政用品、集邮文献等。
中国集邮中国的集邮活动大约始于19世纪末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集邮活动源于外国在华人员从事集邮活动的影响。
在清朝末期，随着中国近代邮政的建立和中国邮票的发行使用，中国出现了最早的集邮者，还出现了
专营邮票买卖的邮商。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的集邮活动逐渐普及，并由沿海城市向內地发展，1922年，中国第一个集邮
组织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成立。
1925年成立了中华邮票会。
1926年1月，新光邮票会也在杭州成立。
1934年，甲戌邮票会在郑州成立。
在此前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各类集邮组织，推动了中国集邮活动的开展。
集邮者举办邮展、研究邮学、出版邮刊、进行邮票的交流和拍卖，由此孕育出一大批收藏丰富、邮识
精深的集邮家，造就了一些精通邮品、诚信服务的邮商，编写出一些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集邮图鉴和
集邮刊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集邮被看作是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得到迅速发展.1 955年中国集邮公司开业，
以后又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集邮分公司或集邮门市部，成为向集邮爱好者供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邮票的主要渠道。
同年，《集邮》杂志创刊，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集邮杂志之一.一些介绍邮票和集邮的图书、目录
相继问世。
一代新的集邮者成长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邮活动被中止。
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中国的集邮活动很快复苏，各地集邮者在文化部门、邮政部门或
者工会的支持下，纷纷成立了集邮组织。
在不断增强的对外交往中，迅速借鉴、吸收了新的集邮观念和方法。
更多的人加入集邮队伍。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集邮活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集邮
走上有国家支持、有统一组织、有计划开展活动的道路。
1983年国际集邮联合会第52届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加入国际集邮联合会，同年亚洲
集邮联合会第5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为亚洲集邮联合会正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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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集邮开始与世界集邮接轨。
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都成立了集邮协会，并逐渐普及到地级、县级。
全国还成立了8个行业性集邮协会。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至2007年召开过6届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
全国集邮联合会的会员数最多时达到258万人（1996）.全国集邮联合会基本上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邮展
，还承办了’99中国世界集邮展览、’96中国第9届亚洲集邮展览和2003中国第16届亚洲国际邮票展览
。
中国集邮家的邮集多次参加世.界邮展、亚洲邮展和国际邮展，并且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
中国的集邮学术研究活动主要成果包括：对大龙等历史邮票的研究考证；对中国解放区邮票的挖掘与
认定；对新中国邮票设计、印刷、发行、流通各方面的研究；对集邮学、集邮文化理论的探讨等。
各有关单位还集全国集邮家之力，组织编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图书和目录。
改革开放以来，集邮图书和报刊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平均每年有50种以上的集邮图书间世。
以各个地方、各个集邮组织、各个专门收集品为内容的民间邮报、邮刊多到难以计数。
中国集邮活动繁荣的另一个标志是集邮者的积极参与.全国最佳邮票评选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28届，每
年的颁奖活动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集邮知识竞赛、集邮书信征文、最佳邮品评选、创建“集邮者之家”、申评全国青少年集邮活动基地
等活动吸引了广大集邮者。
中国邮政把集邮当作重要的邮政服务业务，陰按计划发行相关邮票外，还要尽可能满足集邮者的需要
。
国有集邮公司在新邮票的预定与销售、集邮品的开发上成效显著。
民间的集邮交易市场和拍卖公司对邮票的流通服务也起到积极作用。
1985年建成的中国邮票博物馆在保管、展示、研究邮票的同时，还开展了邮票鉴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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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集邮大辞典》，是百年来中国集邮界的智慧集成，是一项宝贵财富。
这块基石不容动摇。
同时必须看到，1999年修订版出版之后的十年中，国内国际集邮活动发展很快，集邮领域内的新事物
不断增多，文献著作空前繁荣，因而集邮专业的新词汇与流行术语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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