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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早以前就有过出书的念想，无奈于事务的繁忙，每每拿起笔或尝试着敲打键盘，总是无功而返。
二十几年里“飞”来“飞”去的职业生活成为了自己“开脱”自己的最大借口，今天渐趋平静的心才
对自己的人生历程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是一个对自己及自己的人生品味要求很高的人，在我的生活里，家庭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业余
只有两个爱好，那就是集邮和桥牌。
但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这两个爱好都是“世界”级的，对于桥牌我已荣晋为桥牌大师行列，并担
任了世界桥牌联盟的副主席；而对于集邮，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偶然，成就了今
天我的集邮人生。
这个“偶然”的另一个主人公是我的儿子——蔡哲仁，算起来他可是我认识邮票的引路人。
我把他带入到这个世界来，而他在十二岁那年将我引入到了邮票的世界中。
自打孩子八九岁起，不知何故他疯狂地迷上了邮票。
看着孩子如此痴迷地爱上集邮，作为父亲，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陶冶孩子性情的好机会，定当全力
支持。
因此，我和太太尽可能地满足他的愿望，或买或收，从各种渠道去为他搜集各类的邮品。
看着他喜滋滋地攒着一本本的集邮簿，其时在心中最大的满足是对孩子的那份爱与支持。
在孩子十二岁那年，某天太太突然告诉我哲仁决定不再集邮了，而且他决定把所有的邮票“转赠”给
我。
这可真把我难倒了，弃之，孩子肯定不答应；可是对于邮票，我可是个“门外汉”。
此时，是心底深处的好胜心帮助我作了决定，既然都开始了，那我就接孩子的“班”，好好钻研邮品
吧。
没想到打这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我这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也终于迈入集邮大家的殿堂。
邮票的世界如此广袤，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一张小小的邮票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沉浸在
其中，乐趣无穷。
从大龙邮票、小龙邮票、万寿票、红印花到民国的银元邮票，它让我充分了解和认识了近代的中国历
史、文化、生活。
每件邮品，都是一段段被凝固的历史，如果将它们联结起来，就会将原本被凝固的历史活生生地再现
出来，也从此，集邮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写这《银圆邮票》，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我期望有更多的人通过中国邮
票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期待更多的中国邮品在国际中获奖，从而提升中国邮票的国际地位
。
或许，这也是我为中华文化、中华邮品的推广所能做的了。
还有，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太太，十几年如一日细心照看着我的邮品，守护着我的这份希望；
感谢余耀强先生，将我的文稿整理成文；还要谢谢刘志强先生将这本文稿付印成书，谢谢所有为推广
中华邮品努力过的人们。
二00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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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华邮政撤离大陆期间，档案文件资料有部分已携行到台湾，有部分仍存在中国大陆，有部分可能
尚未公开，甚至有部分已遗失，因此要研究这一时期的邮品，总有所欠缺，以致给集邮家及邮学家留
下了不少耐人探讨的课题。
近年来陆续出现的邮品、两岸档案文件资料的公开等，让我们有幸地依据寻线，从而为“银圆”时期
邮票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作者经过近十年的搜集和整理，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档案文件等资料，并借鉴和吸收了五十多年来集
邮界对其研究的果实，考证了上述的邮票及邮史情况。
本书几乎包括了这一时期所有最具代表性的素材，以及作者新的心得，融知识性、学术性、资料性于
一体，从而保证了本书的参考价值。
“邮海无涯”，本书倘有失误，祈请各位前辈、同好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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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直至实施银圆基数邮资后，飞雁图邮票才正式获准发行，但是邮票前后的文字排列等各有不同
。
北京的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仍保存着当年样票，包括《中国邮票史》(第4卷)由中央印制厂北平厂印制
飞雁邮票样签单一件，以及《中国邮票史》(第4卷)、《中国邮票博物馆藏品集》(第2卷)记录的同一
件上海大东版飞雁图基数邮票未采用图。
自1949年5月初，随着金圆券面临崩溃，原定台湾印制的无面值飞雁票无法实施，总局交由上海大东书
局及三一印刷公司印制飞雁图基数邮票。
《中国邮票史》(第4卷)、《中国邮票博物馆藏品集》(第2卷)记录了同一件的上海大东版飞雁图基数
邮票各色样票，包括16分、50分、2元，共32枚。
  飞雁图基数邮票  大东书局印制的飞雁图基数邮票共计7种，包括1角、1元、2元、5元、10元、20元
和50元，为圆孔齿。
三一印刷公司印制的飞雁图基数邮票共计2种，包括16分和5角，为点线齿。
但实际发售的只有大东书局印制的1元、2元、5元和10元4种，其余5种均未发行，但是大东版1角和三
一版16分曾在集邮组发售，因此存世量较多。
未发行的飞雁图5角基数邮票图54所示的飞雁5角带上边纸新票，该票由三一印刷公司印制，未发行，
仅有少量流出，因此亦甚为难得。
据陈兆汉先生编著的《中国邮票图鉴》定价新票每枚1250美元。
但是，近年来拍卖价都维持在港币7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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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银圆邮票》几乎包括了这一时期所有最具代表性的素材，以及作者新的心得，融知识性、学术性、
资料性于一体，从而保证了《银圆邮票》的参考价值。
“邮海无涯”，《银圆邮票》倘有失误，祈请各位前辈、同好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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