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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邮票的历史、常识、种类、收集方法以及流行的集邮形式都一一进行了阐述。
此外，本书还穿插了许多关于邮票的趣闻轶事，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如果你是一名集邮爱好者，本书可以让你的收藏变得更加系统可行；如果你还是一名集邮的门外汉，
本书也可以使你对集邮由陌生变为熟悉，让你喜欢上集邮，乐此不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邮基础与入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集邮入门　第一节　集邮常识  　一、集邮的兴起  　二、实寄封片和信销票  　三、收集实寄
封的意义  　四、集邮的方式  　五、集邮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集邮的文化与现实意义    一、增
长知识，陶冶性情    二、智慧的结晶，辛勤的动力      三、投资的目标，财产的保值    四、集邮竞技，
提高品位第二章　邮票　第一节　邮票的诞生    一、世界首枚邮票的问世    二、中国邮票的始祖——
大龙邮票    三、各大洲的第一枚邮票    四、邮票的功能　第二节　邮票的要素　  一、邮票发行国家或
地区的铭记  　二、邮票面值  　三、齿孔  　四、邮票的形状  　五、邮票的材质  　六、邮票水印  　
七、票背与背胶　第三节　邮票专业用语  　一、表示邮票大小的术语  　二、有关邮票数量的称谓  　
三、小全张、小型张、小版张和小本票  　四、邮票的鉴定  　五、附票与过桥票  　六、新中国邮票上
的编号　第四节　邮票的种类  　一、普通邮票  　二、纪念邮票  　三、特种邮票  　四、电子邮票  　
五、卷筒邮票  　六、航空邮票  　七、欠资邮票  　八、军用邮票  　九、加盖邮票  　十、汇兑邮票  
　十一、公事邮票  　十二、私人邮票    十三、票中票    十四、附捐邮票    十五、发光邮票    十六、个
性化邮票　第五节　世界珍罕邮票    一、变体邮票    二、加盖中的变体    三、印样和票样    四、未发行
邮票第三章  邮政用品的收集　第一节　信封    一、实寄封    二、邮资封    三、首日封和尾日封    四、
首航封    五、太空飞行封    六、邮电公事封    七、原地封    八、纪念系列封    九、遇难封　第二节　邮
简和邮资信卡    一、邮简    二、邮资信卡　第三节　明信片    一、世界上第一枚明信片的诞生    二、中
国明信片的开端    三、兔资片　  四、“未发行邮资明信片”和错片　第四节　极限明信片  　一、极
限明信片的必备条件  　二、极限明信片的发展  　三、最佳极限明信片的制作　第五节　邮资明信片  
　一、普通邮资明信片  　二、美术邮资明信片　第六节　邮戳收集  　一、邮戳家族演变  　二、邮戳
的作用  　三、邮戳的种类　第七节　邮政日戳  　一、普通邮政日戳  　二、中国邮政日戳的发展和演
变  　三、火车邮局日戳和轮船日戳  　四、“邮资已付”日戳　第八节　其他邮戳  　一、风景日戳  
　二、纪念邮戳  　三、改资戳  　四、邮筒戳  　五、免资截  　六、“T字戳”  　七、“R戳”  　八
、纪念图章  　九、邮戳的收集　第九节　邮资机戳和邮资机标签    一、邮资机戳    二、邮资机标签第
四章  集邮常用工具　第一节　操作用的工具    一、邮票镊子    二、放大镜    三、齿度计    四、坐标尺   
五、水印盘    六、色谱　第二节　邮票保护用工具    一、护邮袋    二、护邮套    三、衬纸    四、护邮角 
    五、胶水纸　第三节　收藏用工具　  一、邮票图谱定位册  　二、贴票册  　三、标准贴页  　四、
小型张插册  　五、首日封插册  　六、邮票插册    七、明信片插册第五章  邮集制作  第一节　邮集概
述  　一、编组邮集　  二、集邮和邮集的区别　　第二节  传统邮集制作　  一、传统邮集概况  　二、
邮集对象  　三、基本素材  　四、编排　第三节　专题邮集  　一、专题邮集概况  　二、专题邮集的
发展历程  　三、专题集邮的素材选用  　四、提纲制作  　五、发展方向　第四节　其他类邮集  　一
、邮政史邮集  　二、开放类邮集  　三、航空邮集 　 四、航天邮集  　五、青少年集邮类　第五节　
邮品的保管  　一、防火  　二、防水  　三、防霉  　四、防压  　五、防晒  　六、防化  　七、防污  　
八、防损    九、防虫      十、防鼠    十一、防盗第六章　集邮工具书　第一节　邮票目录    一、世界标
准邮票目录    二、一国邮票目录    三、专题目录  第二节　集邮报刊和集邮图书    一、集邮报纸    二、
集邮杂志    三、集邮图书  第七章  万国邮联和集邮联合会  第一节　万国邮政联盟    一、发展简史    二
、万国邮联徽志    三、万国邮联大会    四、万国邮政联盟法规    五、中国与万国邮联　第二节　集邮
联合会    一、国际集邮联合会    二、亚洲集邮联合会    三、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八章  国内外珍品邮
票  第一节　中国珍邮　  一、大龙样票  　二、福利封  　三、华邮第一古封  　四、小龙邮票  　五、
万寿纪念样票  　六、红印花小字壹圆四方连  　七、翡翠姐  　八、万寿五复  　九、绿衣红娘  　十、
“当伍圆”倒盖邮票  　十一、解放区龙头实寄封  　十二、闽西赤色邮政邮票  　十三、江西赤色邮政
邮票　第二节　世界珍邮　  一、最名贵的邮票  　二、邮政局邮票  　三、蓝天鹅框倒  　四、黑便士  
　五、美国“飞机倒”邮票  　六、传教士邮票  　七、鬼影邮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邮基础与入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集邮入门第一节 集邮常识一、集邮的兴起集邮是指对邮票和邮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称，每个国家发行邮票，无不尽选本国最优秀、最美好、最具代表性或纪念
性的东西，经过精心设计，展现在邮票上。
涉及的内容更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应有尽有，使得方寸之间的小小邮票
成为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容纳丰富知识的小百科。
谁是第一个集邮者，这可真难说。
1840年“黑便士”发行不久，英国报刊就出现一条关于收集邮票的新闻报道。
1841年《泰晤士报》上刊登一则征集邮票的广告，征集人是位妇女，据说她已经收集了一万多枚邮票
。
她把这些“黑便士”一枚一枚地贴在墙上，装饰她的房间。
就在这一年，英国许多妇女热衷于收集邮票，集邮就这样逐渐兴起了。
早期有成就的集邮者是法国的一位医生，名叫勒格拉。
他从1850年开始集邮，到1885年逝世，三十五年中，收集了不少邮票，他还发明了量齿尺。
集邮源于欧洲，后来扩大到北美，随后又遍及全球。
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集邮传人我国。
在旧中国，集邮的大多是商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集邮活动广泛开展起来。
邮政派生出集邮，反过来，集邮又促进了邮政的发展。
在所有的收藏活动中，集邮活动更为大众化，它易于入门，收藏便利，可简可繁，人人可行。
对于那些沉浸于集邮之中的人来说，集邮会给他们以无穷的乐趣；对于那些追求邮品内涵的集邮者来
说，集邮是一种挑战，会给人以力量；对于集邮家而言，集邮是一门不断扩大且永无止境的学科。
集邮的乐趣在于其多元化，没有两个集邮者的收藏品会完全一样，可供选择的邮品收集范围不可胜数
。
二、实寄封片和信销票每年我们都会收到许多亲人、朋友或同学寄来的信件和各种明信片，这些称为
“实寄封片”，也有人称为自然封片。
1.实寄封片实寄封片就是经过实地投寄的信封和明信片。
封、片上的各类戳记、签条等记录了邮政历史，这些信息反映了邮政部门的工作效率，它记录了比邮
票更多的资料。
细心的人会发现，实寄封片的基本要素有：封片的正面，书写着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地址、名字；上面
贴有邮票或印有邮资图，或其他邮资标志；加盖日戳或加盖某种邮资戳印，在我国，上面还有投递戳
。
实寄封片司空见惯，最不引人注意，也往往被收集者忽略。
许多人随手扔掉，有的人只剪下邮票保留。
但是实寄封片对于研究邮政史和邮票史具有重要作用。
俗话说，今天的实寄封片，就是明天的邮政史，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实寄封片有许多种类，有普通、挂号、快件等之分，有普通邮资封、纪念邮资封等之分。
早期的实寄封片不规范，大大小小不便于自动分检。
我国自1994年4月1日开始规定通信应该使用统一的标准信封。
但是仅有邮票和邮戳的信封不一定都是实寄封片，例如各种纪念封、官方发行的首日封等。
2.信销票信销票是指作为邮资使用过的邮票，也称实销票。
信销是最正常也最多见的销票处理方式，通常由收寄邮件的局所用邮戳在邮件上把邮资凭证注销。
要注意，应该把邮票剪片泡在水里，待邮票分离后，一定要洗净后面的背胶，或用清水再冲一下，特
别是泡在水中的邮票比较多时，应该换一次水。
待邮票晾成大半干，再压在玻璃板下或夹在书中，邮票就会平整。
不应该硬从实寄封上撕下邮票，以防邮票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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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重视信销票的收集，这样可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就搞集邮，也是集邮入门的捷径。
盖销票是在没有使用过的邮票上盖上邮戳，品相好，后面有完好的背胶。
盖销票专门出售给集邮者，其售价低于面值很多，所以特别适合青少年入门集邮。
英文中称盖销票为Cancelledtoorder，简称CTO，是“预先盖销”之意。
区别信销票与盖销票可以看其背面是否有背胶，无则为信销票，有则为盖销票。
20世纪30年代初，盖销票首先出现在黎巴嫩、罗得西亚、北婆罗洲、莫桑比克等国家和地区，主要供
给邮商做袋装邮票。
后来前苏联、澳大利亚相继推出大量盖销票。
二战后，东欧各国和新中国也发行了大量盖销票。
不少集邮家都是从收集盖销票和信销票步人集邮行列的。
但是，若参加竞赛级邮展，盖销票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因为它纯粹是人工特意制作的物品，不像信
销票是经过邮路寄递的。
三、收集实寄封的意义1.实寄封是邮政史的见证我国邮票博物馆现保存有一枚清末由西藏拉萨寄往四
川成都的挂号实寄封，封上贴有两枚大清邮票的加盖票，证明了清政府对西藏的统辖关系和行使邮权
的历史史实。
从封上所盖的邮戳上可以看出信的投递路线是：拉萨－印度－缅甸－云南－成都，辗转了几个月才到
达收信人手中。
从这可以看出，当时内地与西藏的交通是何等的困难！
邮路是何等的繁杂！
2.实寄封是考证邮票发行时间的依据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大龙邮票的实寄封日期是1878年10
月5日，这说明，大龙邮票的发行时间一定是在此日之前。
但是至今没有发现更早的实寄封，也就难怪对大龙邮票的发行时间产生“7月说”、“8月说”的争论
了。
3.有些实寄封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一封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刘伯坚烈士的最后一
封家书，信封上盖有当年南昌、西安的日戳，这枚实寄封无疑是一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另外，国内外革命领袖的许多书信的实寄封都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军事博物馆内，这些都是
历史的见证，成为国家级的文物。
实寄封还是怀旧的寄托。
面对陈旧的信封会让人感慨万千。
4.珍贵实寄封的价值一个实寄封的价值要靠拍卖显示，要靠集邮家和邮商的承认来体现。
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实寄封是贴了一枚号称“世界2号珍邮”——美国《蓝色男孩》邮政局长临时邮
票的实寄封。
1846年，美国亚历山大里亚邮政局局长白赖安决定发行一种临时邮票供本地使用。
邮票图案由两个同心圆组成，外圆由玫瑰花围成，内圆由英文“亚历山大里亚邮政局”组成，中间写
有面值“5分”。
邮票用黑色油墨印在浅黄色纸上。
但是后来却发现了一枚印在蓝色纸上的同图邮票，被后来的集邮家戏称为《蓝色男孩》邮票。
《蓝色男孩》邮票是当代孤品，仅存在1846年的一个实寄封上。
信是一名叫胡夫的人寄给女友布朗小姐的情书。
信中提出要与她秘密订婚，同时，他又害怕求婚的事泄露，嘱咐她阅后把信烧掉。
但是布朗小姐十分珍惜这封情书，不忍烧掉，于是就珍藏了起来。
后来这对情侣如愿结了婚。
当他们年老相继去世后，1907年的一天，他们的女儿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该信，她不但阅读了
父母当年的情书，为他们的深情所感动，同时也对信封上的奇特邮票十分感兴趣。
她请来集邮朋友进行了鉴定，发现是一枚珍贵的变体邮票。
后来此信封经过8次易手，1981年在瑞士日内瓦世界珍邮的拍卖中，被一位匿名收藏家以100万美元买
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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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拍卖史上，一件贴有两枚黑便士邮票的英国马尔雷迪邮资邮简的过贴实寄简，并盖有“过贴”
邮戳，以12000英镑成交；一枚贴有黑便土邮票的从伦敦寄往瑞士的实寄封成交价为37500英镑。
我国首套邮票“大龙”邮票，目前市场价在5000元左右，但是贴有一枚这种邮票的实寄封却在3万元左
右；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信销票的价格要比一件贴有这种邮票的实寄封的价格低许多。
20世纪90年代一件这样的实寄封在郑州拍卖价为3．2万元，而在2002年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盖
有1969年1月28日河南林县邮戳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实寄封（封内有信件），以20万元成交。
我国著名集邮家姜治芳特别重视收集实寄封片，他有“大龙”、“客邮”、民国初期、解放区的实寄
封片等大量藏品，特别是中国早期的首航封更是珍品多多。
袁世凯篡位83天，将民国5年改为“洪宪元年”，姜治芳居然收集到了这期间78天的实寄封片。
5.普通实寄封的处理当然，普通的实寄封片并无太重要的保留价值，一般是把邮票剪下作为信销票保
留，或者连同邮戳一起剪下保留剪片。
但是在审视实寄封时，要留心一些变体或特殊的戳记。
例如仔细看邮票，邮资是否合理，是否是改值票或有无变体。
看邮戳，清晰可辨者为佳，并注意观察是否是临时邮局、流动邮局、风景日戳、纪念日戳、火车邮局
日戳、轮船邮局日戳、欠资戳等特殊日戳；看日期。
是否是邮票发行的首日、邮票停用的尾日戳或邮票超前使用的日期；详细审查邮路，特别是早期邮路
长的实寄封，是否有中转戳。
看是否是由于空难、水灾、地震、战乱等原因延误的实寄封。
再分辨用途，看是否为专用实寄封等。
例如，邮票发行的首日，快信开通的首日，邮资变更的首日、尾日，某种邮戳启用的首日实寄封等，
收集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当时可能没有认识到在将来有意义，如果轻易毁掉，研究需要时寻找就不那么容易了。
实际上，集齐一套实寄封远比集齐一套邮票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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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休闲娱乐大观:集邮基础与入门》：集邮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方寸小纸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世界，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进程。
集邮是一门综合的学问，一枚邮票，从图案的内容、意义和审美、到它的设计及历史背景、印刷过程
以及制版技术等方面，无不体现着人类智慧。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邮基础与入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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