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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潘琛） 9 月 5 日，《虎（文物）》特种邮

票发行。该套邮票一套 6 枚，图案分别为：商·伏鸟双尾

青铜虎、春秋·青玉虎形佩、汉·白虎瓦当、汉·错金铭文铜

虎节、金·磁州窑白釉褐花卧虎枕、清·皮影飞虎。

“商·伏鸟双尾青铜虎”，是我国迄今所见最大的先

秦青铜虎，有“虎王”之誉，藏于江西省博物馆。“春秋·
青玉虎形佩”，玉质微黄，晶莹细润，虎形低首弓背，尾

尖上卷，纹饰古朴，造型生动，刻工精细，藏于河南博物

院。“汉·白虎瓦当”，圆形，泥质灰陶，围绕中心乳柱以

浮雕手法饰一白虎，其全身条纹，张口举爪，虎尾弯曲，

劲健有力，神态威武，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汉·错金

铭 文 铜 虎 节 ”，器 身 正 面 有 错 金 铭 文“ 王 命 ＝（命）车

驲”，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发现的错金铭文铜虎节，藏

于南越王博物院。“金·磁州窑白釉褐花卧虎枕”，猛虎

为枕，体现了古人镇妖辟邪、祈愿吉祥的心理寄托，藏

于周口市博物馆。“清·皮影飞虎”，陕西岐山皮影飞虎，

夸张的老虎脚踏祥云，火焰围绕，双目圆睁，形象威武

非凡，灵气十足，富有浪漫色彩，藏于中国美术馆。

该套邮票在设计风格上延续了《龙（文物）》《凤（文

物）》邮票的系列性特点，并根据文物造型特征，选用横

向构图方式。整体画面简洁明快、层次分明，突出展现

了文物的历史质感和邮票的艺术美感。根据虎文物的

不同特点，6 枚邮票分别采用了 6 种工艺。第一图采用

胶雕套印，伏鸟双尾青铜虎文物的纹路清晰，形象栩栩

如生；第二图在胶印、浮雕击凸工艺的基础上添加了玉

石粉，以还原青玉虎形佩的自然光泽和温润效果；第三

图在多色胶印基础上施以丝网哑砂和浮雕击凸工艺，

使白虎的形象更加生动；第四图运用冷烫技术和击凸

工艺复刻古代错金工艺，铜虎形象威风凛凛，更富立体

感；第五图通过运用光油和浮雕击凸工艺，塑造虎安

详、可爱的形象；第六图采用触感油工艺表现皮影飞虎

的质感，荧光油墨在紫光灯作用下熠熠生辉。邮票底

图采用多种专色印制，底纹运用老虎独特的元素与《虎

（文物）》邮票主题完美契合，增添了文物独特的艺术魅

力。

该套邮票由王虎鸣设计，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

印制，全套面值 7.20 元，计划发行一、四图各 740 万枚，

二、三、五、六图各 749 万枚，在全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

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

城和中国邮政商城微信小程序出售。

为更加丰富地展现邮票内容，中国邮政通过“中国集

邮邮票百科”微信小程序发布数字化内容，集藏爱好者可

使用 AR 功能观看。

当今艺坛真正称得上“老

顽童”的，非黄永玉莫属。黄永

玉以版画蜚声中外，1956 年发

表套色木刻《阿诗玛》，技惊画

坛。之后又以荷花题材和《猫

头鹰》国画名扬四海。1977 年

开始涉足文坛，创作出版了《曾

经有过那种时候》（诗集）、《太

阳下的风景》（散文集）和《无愁

河的浪荡汉子》（长篇小说）等，

一时洛阳纸贵，一版再版。

画家、诗人、作家等称号，

似乎都难以界定黄永玉的身

份，因为他实在是个“鬼才”。

作为一个性情中人，黄永玉敢

爱敢恨，特立独行，一生都是传

奇。为“酒鬼”酒设计酒瓶，为

生肖系列邮票之首创作的“猴

票”……哪一件都能写成一本

书。黄永玉曾自述自己：“爱摆

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和

读书。”

1958年中国邮政发行 4枚

一套的《林业建设》邮票，其中

1 枚 就 选 用 了 黄 永 玉 木 刻 作

品，也算是黄永玉与“国家名

片 ”—— 邮 票 的 首 次 结 缘 。

1980 年农历庚申年黄永玉为

“生肖猴”绘制单枚邮票(8分)，

共发行了 400 余万枚，成为珍

邮之一。时隔 36年，黄永玉再

度出山，为 2016年农历丙申年

创作了一套 2 枚的生肖“猴票”，由于惟妙

惟肖而大受集邮爱好者欢迎。今年，黄永

玉再次为 2023年农历癸卯年创作生肖“兔

票”。黄永玉笔下的“生肖兔”保持了他创

作生肖票一以贯之诙谐有趣的风格，同时

富有浓郁的装饰性。

在中国传统生肖文化中，兔子是温和

可爱的小动物，象征着善良、机智、敏捷，故

有“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之说。第 1枚“兔

票”是在白底色上绘了一只有大大的耳朵、

短短尾巴和红红眼睛、略显夸张的蓝色大

兔子。黄永玉寥寥数笔就将兔子的主要特

征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颇有几分晚年马

蒂斯剪纸艺术的味道。第 2枚“兔票”画的

是三只奔跑中的小兔子，在红底金色的祥

云上首尾相接围成了一个圆圈，让人不由

得想起了《嫦娥奔月》神话故事里那只至

今还在广寒宫陪伴嫦娥的玉兔。宝刀不

老的黄永玉再次用他神奇的笔墨，完美地

诠释了人们期盼岁月静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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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生肖“兔票”

《丁卯年》是 1987 年 1 月 5

日。设计者是李芳芳，当

时李芳芳还是中央工艺美

院的学生。第一轮生肖邮

票设计给她出了个难题，

第 1、3、5等六枚单数生肖

邮票的底是带颜色的，而

2、4、6 等双数生肖邮票的

底是白色的。而《丁卯年》

恰恰是第 8 枚，白兔在白

底上怎么设计呢？李芳芳

很聪明，她没有使用黑色，

而是用灰色把白兔的形状

衬托出来，用剪纸的方法

把兔子的灵动、纯洁和温

顺表现出来，设计得不落

俗套。

第二次见生肖“兔票”

《己 卯 年》是 12 年 后 的

1999 年 1 月 5 日。当时发

行的是 2 枚，其中第一枚

图案取自“泥人张”第四代

传人张锠先生的泥塑作

品，外形饱满，呆萌可爱。

一股中国传统文化之风扑

面而来！

第三次见到生肖“兔

票”《辛卯年》又是一个 12

年后。邮票 2011 年 1 月 5

日发行，由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教授吴冠英设计。画

面的背景是祥云纹装饰的一轮满月，

一只色彩凸显暖黄的长耳兔子向人

们“拱着手”。圆圆的脑袋和带有长

睫毛的眼睛，时尚可爱，清新脱俗。

现在，第四轮生肖“兔票”的图稿

终于登场，又是一个 12 年，又看见了

“兔票”，是癸卯兔！欣喜的是，近百

岁的老艺术家黄永玉先生第三次为

生肖邮票操刀，为人们献上了他的新

作。黄永玉以近百年对生活的感悟

以及不懈的艺术追求，构图用色极其

大胆、张扬、老辣。特别是第一枚，他

没有遵循旧法，而是在兔子身上别出

心裁地用了极不常见的钴蓝，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枚邮票则与

第一枚形成强烈反差，大红的底色、

动感的画面，使两枚邮票相映成趣，

和谐自然。2023年已经迎面走来，谁

不期望明年是一个不寻常、充满活力

的年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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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自 1980年

发行名为《庚申年》的中

国 首 枚 生 肖“ 猴 票 ”以

来，连续多年发行生肖

邮票，迄今已至第四轮，

将生肖动物的美好寓意

寄托于方寸之间。我国

发行的生肖邮票最大亮

点便是每套邮票的设计

师 皆 是 名 家 大 咖 。 自

2016 年，中国生肖邮票

第四轮开启，其发行规

律体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主题寓意“合

家欢”。第四轮生肖邮票

主打“合家欢”，通过深挖

文化理念，以“家”的核心

概念，将生肖的形象特点

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巧

妙结合，赋予生肖形象以

“合家欢”的生动设定，统

一采取一套两枚的设置，

用生肖动物传神的肖像

表现国运昌隆、家庭美

满，儿孙兴旺、平安和睦

的美好寓意。

第二，名家巨匠“再

聚首”。第四轮生肖邮票

中多套邮票都是特邀第

一轮的生肖邮票设计者

进行再创作，比如第一轮

创作者周令钊、韩美林、

姚钟华等几位大师。老艺术家们都为

生肖邮票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第三，科技赋能更多元。第四轮

生肖邮票采用胶印雕刻联合印刷方式

呈现，形象细节更加丰富、细腻。纸张

特别采用了获得过中国安全防伪产业

最高奖项的邮票纸，通过印制技术保

障集邮爱好者的权益，真正做到了“专

用 防 伪 邮 票 纸 ，容 易 识 别 ，不 易 仿

制”。邮票还采用了无墨雕刻工艺，可

以呈现雕刻版凸出纸面却无墨迹的印

刷特点，对提高邮票品质及防伪功效

具有积极意义。

2023 年将发行的《癸卯年》生肖

“兔票”，请出了 1980年首套生肖邮票

《庚申年》、2016年《丙申年》“猴票”的

设计师黄永玉先生执笔创作，为中国

生肖邮票的殿堂再添光彩。期待兔年

“玉兔捣药”，给人们带来吉祥、健康、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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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枚“兔票”，其中一枚

是红眼睛的蓝兔子，一个略带

卡通风格的形象。这只笑容可

掬的兔子有一颗引人注目的大

牙，让人忍俊不禁，无形中又多

了三分可爱。她右手握着一支

钢笔（多么像黄先生平常给大

家签字的笔），左手举着一封写

好的信，手舞足蹈，欢乐开怀。

我仿佛能体察到她按捺不住的

兴奋，甚至能听到她的笑声，也

忍不住猜想：这封信是写给远

方的哪一位，又写了什么悄悄

话？这是一只亲切暖人、活泼

可人的兔子，相信很多年轻人

见到她，都想抱一抱。另外一

枚邮票票面图案是黄、白、蓝三

只兔子首尾相接在追逐，它们

跑动的是一个圆。衬图是祥

云、玉盘或圆月，圆圆满满，画

面在传统的氛围中有活泼的动

感。它让人凝思，联想到中国

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中的玉兔

形象；又让人心动，这三只可爱

的精灵仿佛正从遥远的传说中

奔向我们的生活中……

年近百岁，黄先生却不失

赤子之心，他总能发现世间透

着稚气、含着欢乐的成分，于

是，那些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

事物，在画家的笔下便有了灵

性、活力和魅力。这又是一种

不凡的大匠之心。弥足珍贵的是，这位饱

经沧桑的老人在作品中表现的不是世故、

颓丧或故作深沉，而是欢乐、幽默、达观，即

便有忧伤，也像他家乡的水一样，清澈、透

明，缓缓地……所以，他的画，带给你的是

对世界的发现，对生活的热爱，对人世的理

解和怜悯……让我们感受到在未来的岁月

中，哪怕有疾风暴雨，心窝里的一口热气总

在，就像这几只欢乐的兔子。

动物是黄永玉先生的伙伴、朋友，也是

他笔下画之不竭的素材源泉。而在他的文

字中，著名的《永玉六记》第一记也是“动物

短句”，他借动物说出了很多人世观察，动

物与人，在他眼里等量齐观。在晚年的连

续十二年中，他每年都画一套生肖年历，一

百六七十幅图，十二生肖的各种脾性和动

物看世界的各种感想在他笔下表现得淋漓

尽致。这些动物都不乏可爱之处，也不乏

可笑之点，人看动物，动物也看人，这是一

个平等相处且笑声不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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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琛

9 月 7 日，新一组《中国现代

科学家》纪念邮票发行。自 1988

年起，该系列邮票已发行九组，其

中第七、八、九组均由李晨设计。

方寸之间道尽科学家的一生

辉煌，难度可见一斑。近年来，李

晨与中国邮政合作，设计了十余

套、六十余枚邮票，题材都十分重

大。

李 晨 是 一 名 资 深 的 连 环 画

家，画插图是他的老本行。在他

看来，邮票恰好契合了连环画和

插图的特性，都是用图画讲故事，

在一框画面中充分表达信息，精

到地讲述人物故事，准确地表现

历史背景。谈到《中国现代科学

家》纪念邮票时，他表示：“我画了

三组票、共 12 名科学家，画他们

的过程就像考古、探案一样，抽丝

剥茧地考证每位科学家的经历、

背景、交际圈子乃至穿的衣服、脸

上的表情，把人物吃透。做完这

些功课后，再将人物塑造起来，纳

入宏大的主题背景中。”

在本组邮票的创作中，李晨

既沿用了《中国现代科学家》全

系列邮票的一贯表现方式，用设

计的手法将人物及其关联元素

有机结合，将人物形象置于画面

前景，在后方背景反映人物的业

绩和科学成就，又在构图上力求

出新。“《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

邮票的第七组是立式的，我画了

科学家们的半身像，到了第八组

的时候画的是胸像，第九组又区

别于之前两组，采用了肖像创作

的方法，从人物身上下功夫，表

现人物谦和、睿智等特质。”

肖 像 的 创 作 手 法 使 科 学 家

的面貌与神态成为邮票画面最

突出的部分。在动笔前，邮票图

稿编辑和科学家们的家属，向李

晨提供了一批可供参考的科学

家照片。李晨再从绘画创作的

角度筛选适合的照片，用素描手

法摹画。“要了解人物的心路历

程，熟悉人物的神态气质，画起

来才轻松。我曾去往嘉峪关、绵

阳的两弹城，追寻于敏、程开甲

的足迹和心路历程。当我用画

笔和科学家们对话，将他们的音

容笑貌还原到纸上的时候，就是

我绘画时的最佳状态。”

肖 像 画 稿 首 先 要 过“ 家 属

关”，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李

晨表示：“家属是最了解科学家

的人，与科学家们朝夕相处。人

物肖像是否立体、亲切，能否和

本人对位，在这个问题上家属是

最有发言权的。”在最终呈现的

四幅图稿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家

属 视 角 对 人 物 肖 像“ 润 物 细 无

声”般的形塑作用。四位科学家

一改人们心中严肃权威、不苟言

笑的印象，在画面上和蔼地微笑

着，宛如家中受人尊敬的长者用

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家人，让人感

到家人般的亲切。科学巨匠，是

国之功勋，亦是民之福泽。看到

这组肖像，观者对人民科学家怀

着无限崇敬的同时，亲切感也油

然而生。

李晨紧扣科学家的专业领域

和自身特质来创作画面背景。这

四枚邮票的背景中既有抽象元

素，如吴文俊这枚邮票的背景是

手写的数学公式，也有具体元素，

像刘东生和袁隆平的邮票都以自

然环境为背景，程开甲身后是屹

立的导弹发射架。李晨在刘东生

的背后画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黄土

地，令人联想起这位一生致力于

黄土研究的地质学家扎根田野、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身影；

袁隆平这枚邮票的背景则是这位

农学家耕耘一生的稻田，让人仿

佛穿越时空，看到敬爱的袁爷爷

正戴着草帽、挽着袖口，穿梭于田

野禾间。

李晨的创新设计，消除了人

们心中对科学家“遥不可及”的疏

离感，让中国科学界的璀璨明星

走下“神坛”，走进群众。李晨说：

“我们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与科

学家们的丰功伟绩密不可分。让

科学家的形象深入人心，这是我

的愿望，也是我们设计这套邮票

的初衷。”

亲 爱 的 肖 像
——李晨谈《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第九组创作历程

地质学家 刘东生 物理学家 程开甲

数学家 吴文俊 农学家 袁隆平

“兔票”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