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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琛

10 月 22 日，《张仲景》特种邮票发行。该邮票 1

套 2 枚，小型张 1 枚，由刘金贵设计。邮票第 1 枚“坐

堂行医”，画面表现了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开放公堂

为百姓治病的场景。第 2枚“撰书立著”，画面表现了

张仲景编撰《伤寒杂病论》、著书研医的场景，背景运

用《白云阁藏本〈伤寒杂病论〉序》，突出主题。小型张

“张仲景像”，人物线条挺劲流畅、形象刻画生动，塑造

了张仲景施仁术、济苍生的大医气度。画面背景衬以

小柴胡汤方原文，凸显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

全套邮票色调柔和，古朴典雅，由河南省邮电科

技有限公司采用多色胶印工艺印制，并特别使用了中

药味香味油墨。在欣赏邮票时，可闻见沁人心脾的淡

淡的中草药味。在邮票上赋予中草药气息的创新尝

试，让邮票主题更加鲜活，体现了方寸形式与内容的

高度融合。

据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燕其廷介

绍，接到《张仲景》特种邮票的印制任务后，公司高度

重视，围绕印制方案展开研讨。怎样才能表现中医题

材邮票的特点、突出张仲景对于中医药发展作出的巨

大贡献？在与集团公司邮票印制部门和设计人员沟

通的过程中，燕其廷被灵感击中——何不将中草药的

特殊气味赋予邮票之上，让人一闻见这药香，便能联

想起中医、中药，联想起千年医圣张仲景？

为邮票赋予特殊气味，这种尝试并非首次。燕其

廷回忆，此前在印制“水果”主题邮票时，曾在油墨中

融入了水果香，使得邮票成品上保留着特殊的苹果、

桃、石榴、桔子味。工艺团队模拟气味分子制作特殊

气囊，之后将气囊融入油墨之中用于印刷邮票，就能

使邮票成品保留特别的气味。那么，中草药种类众

多，该选择哪种药草的气息印在邮票上呢？燕其廷带

领工艺团队走访了郑州市内大大小小的药房、药店。

团队成员在走访中深刻体会到，中医药文化博大精

深，仅用一种中草药的气味，不足以代表“中医药”这

个概念；而恰恰是中药房的气味中混杂融合了各种药

香，令人一闻便能联想到中医、中药。团队最终决定，

在这套邮票上呈现“中药房”的气味。

确定方向后，工艺团队搜集和提取了多家中药房

的气味，着手制作气囊和油墨。“我们花了近三个月的

时间完成这种特殊油墨。过往像水果邮票的气味指

向的是固定的某一种果香，我们可以直接提取；这回

我们模拟气味的对象并非某种特定药材，而是‘中药

房’这一概念，这需要我们不断调整气囊成分，使得气

味契合人们对于中药房的普遍印象。”燕其廷介绍说。

谈及对工艺创新如此执着的原因，燕其廷表示：

“邮票承载着记录和反映当代设计水平和印制水平的

功能。如何在邮票印制工艺上更进一步，体现艺术性

和技术性的创新融合，是我们邮票人一直关注的课

题。”如今，在邮票人的开拓创新下，邮票印制的工艺

水平已经实现了对传统形式的颠覆，做到了可闻、可

视、可听、可触摸——例如 2009年河南省邮电科技有

限公司印制的《唐诗三百首》特种邮票，三百余首唐代

诗作隐含在邮票小版张边饰部分的电子触点中，通过

专门配备的电子笔即可听到优美的朗诵，集“可视”

“可听”“可触”和“可闻”效果于一身，被称为世界第一

套“多媒体邮票”；自 2021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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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观看每套纪、特邮票的视频介

绍……种种尝试延展了邮票的内涵，而创新不会止步

于此。燕其廷说：“我们将尝试更多创新，让人们能够

通过各种感官感知邮票。相信，随着工艺技术不断成

熟，还会有立体的甚至能吃、能玩的邮票出现，为邮迷

提供更多新玩法。”

□本报记者 潘琛

10月 3日，《中国名亭（二）》特

种邮票发行。该套邮票一套 4 枚，

分别呈现了 4 座“皇家名亭”，即北

京颐和园的知春亭、河北承德避暑

山庄的水流云在亭、北京景山公园

的万春亭和天坛公园的双环亭。

该套邮票由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焦洋设计。这是焦洋首次参与邮

票创作。今年 2 月，她接到了邮政

发来的邀请，执笔设计《中国名亭》

系列特种邮票第二组，将四座古典

名亭再现于“国家名片”之上。

对 于 此 次 经 历 ，焦 洋 表 示 ：

“很荣幸，也很有压力。”产生压力

的原因，一是今年距离名亭第一

组邮票的发行已过去了 18 年的时

间，漫长的等待让邮迷们对这组

邮票的期待值达到顶峰；二是时

间紧迫，她自接到设计邀请到邮

票问世仅用时半年多。为不负邮

迷们的厚望，焦洋做了大量的准

备工作，汲取灵感、打开思路。她

多次前往名亭调研、采风，并搜集

相 关 资 料 。 在 实 地 探 访 的 过 程

中，四座名亭带来的关于四季轮

回 的 美 好 畅 想 与 体 验 启 发 了 焦

洋，她决定以“四季”概念贯穿整

套邮票，在邮票中分别展现不同

季节的四座名亭。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鸭先知”——第一枚邮票中的“知

春亭”名字蕴含春天的美好寓意，

“知春”二字源于宋代苏轼《惠崇

春江晚景》中的名句。焦洋以知

春亭畔遍植垂柳的实景为基础，

在图稿中描绘了一片青青嫩柳环

绕着亭子，烘托了生机盎然的春

意。

“ 水 流 心 不 竞 ，云 在 意 俱

迟”——第二枚邮票中的“水流云

在亭”位于避暑山庄，令人自然而

然地联想起夏日。在描绘水流云

在亭时，焦洋采用了大片的绿色，

烘托夏日郁郁葱葱的氛围，令人

仿佛能听见盛夏的声声蝉鸣。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

落谁家”——第三枚邮票中的“万

春亭”是游人从景山远观紫禁城、

白塔的极佳地点。焦洋使用远景

和夜景来表现这座名亭，以暖色

调为主，用强烈的对比色来烘托

色彩浓郁的景山秋景，描绘了天

上圆月高悬，寄托了秋天丰收的

喜悦和中秋团圆的情思。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

作 飞 花 ”—— 第 四 枚 邮 票“ 双 环

亭”，焦洋采用冷色调表现“双环

映雪”，画面中白雪漫天飘飞，勾

勒出冬日雪中亭的极致浪漫。

《中国名亭（一）》特种邮票于

2004 年发行，设计中捕捉并强化

了四座名亭在文学和建筑艺术上

的“优雅、古朴、潇洒、诗意”之魂，

四幅画面色调、风格相近，写实地

描绘了四座名亭及其周围的自然

山水风貌。而焦洋在表现《中国

名亭（二）》时，突出了“优美、简

约、和谐、现代”的特点。最终呈

现的邮票采用中国传统工笔方式

绘制，富有传统韵味，例如采用了

界画方法来绘制建筑、运用中国

画 的“ 留 白 ”构 图 手 法 ，强 调“ 写

意”；又例如在表现夜色中的万春

亭时，焦洋并未将背景色设定为

一片漆黑，而是画了鲜亮的橙粉

色背景，以空中一轮明月来表达

“夜”的概念。

2022 年中国邮政发行了多套

工笔艺术手法设计的邮票，除《中国

名亭（二）》之外，还包括《中国古典

文学名著——〈红楼梦〉（五）》《秦

腔》特种邮票等。上述三套邮票分

别表现了中国古典建筑、文学、戏曲

艺术成就。焦洋表示：“工笔的绘

画技法、形式多种多样，能够表达丰

富多彩的艺术效果。不仅是名亭、

名著、戏曲等传统文艺类题材，很多

现代事物或场景也能用工笔表现。

在我看来，有着悠久历史的工笔画，

迄今仍有蓬勃的生命力，像反映现

代生活、科技成就等类型的题材，例

如钢铁、航海、现代建筑等，都可以

用工笔画来表现。”期待艺术家们能

够用工笔手法尝试更多新鲜题材，

为邮迷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让工

笔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更多领

域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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