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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怀银

近日，我淘得一册《方寸寄怀：

夏衍旧藏邮品精选》（上海书画出版

社，2015年3月版），方知作为文艺

工作领导者的戏剧家、文学家的夏

衍，还是一位集邮家。此书乃上海

博物馆为配合“方寸寄怀——夏衍

旧藏珍邮展”而编印，收纳了夏衍捐

赠给上海博物馆的珍邮图片，涵括

清代邮票、1949年之前邮票、新中

国的首日封纪念封美术封和明信

片，以及俄国、法国、日本等30多个

国家的邮品，配以简要文字介绍，是

了解夏衍集邮故事的一本好书。

此书是关于夏衍集邮方面出

版的第一本书，但他收藏的邮品参

与展览却不是第一次。在1983年

11月举办的中华全国集邮展览上，

他的“红印花”和日本早期实寄封

曾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大

家的珍邮一起，作为荣誉级展品陈

列于中国美术馆，并轰动一时。

作为中国第一代集邮家，14

岁开始集邮的夏衍，在 77年的集

邮生涯中，收藏有诸多藏品，若以

金钱来衡量，可谓价值连城。不说

“红印花”“大龙票”“小龙票”，就他

收藏的从明治七年（1874 年）到

1990年的日本邮政实寄明信片，已

足以成为大富翁了。当代日本集

邮家水原明窗对他的这些日本封

片非常向往，曾开玩笑地提出，要

用一辆丰田车换一张。

与他从事的电影、戏剧、文学等

正业相比，夏衍的集邮事业相对低

调。或者他只是当作一个业余爱

好，多在集邮圈内与同好交流。姜

治方在《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

中，介绍了其与夏衍的交谊。1953

年秋天，夏衍持老集邮家周今觉之

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煦良的信

来到北京羊毛胡同姜寓观赏邮票。

后两人多次交换邮票，补充藏品，各

得其所。经姜治方介绍，1955年，夏

衍从集邮家陆志韦手中换得一批

“大龙票”，使得他成为国内收藏大小

龙票的第一人。知道夏衍喜欢研究

中国邮政史，周煦良就把自己所剩

的最后一套《邮乘》杂志送给了他。

这也许就是集邮的怡情与快慰。

任何收藏都是一样，集之不

易。收藏者费尽大量金钱、时间，宝

之藏之，身后如何处理却成了头疼

事。据其孙女沈芸说，夏衍晚年有

一次在家里，看一张别人的老古董

邮票，估出了万元价格。他评价说，

“这家人祖上是大藏家，有好东西，

可惜他的后人不懂，流散了……这

些东西是不能估价的，无价。留给

你们没有好处”。

晚年，夏衍开始考虑将自己的

收藏捐赠出去。“集之不易，不能分

散”是他爱好收藏的核心思想。他

请齐燕铭为他刻了一枚收藏印章

“仁和沈氏曾藏”。杭州仁和是夏衍

的出生地。一个“曾”字表明他不占

有的态度和收藏品格。他将收藏的

“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

虹等画作整体捐赠给浙江省博物

馆。1991年，他将包含“红印花”在

内的 233件珍邮捐赠给上海博物

馆。2009年，其后人又将他留下的

7539件邮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也种下了2015年上海博物馆出

版一本书、举办一场特展的因。

夏衍已离世 28载，渐渐远离

人们的视线。但是，借一册旧书，

回望一位集邮家的风范，于当下收

藏亦有所参考与借鉴。

□杨长江

王婆婆站在家门口，向公路延伸的远方注

目，一脸慈祥的笑容。

自从村里的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建成后，王

婆婆每天都准时坐在自家大门口等候邮车从这

里经过，仿佛在等自己的儿女从远方归来。

王婆婆的家就住在湖北省宣恩县伍家台

村。她老伴儿早年病故，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

在大城市工作，很少回家。一个人在家倒也落

得自在，只是苦了自己这双腿脚——给儿女寄

点儿家乡的土特产如腊肉、茶叶之类的物品得

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儿女寄回来的物品要

不是邮局投递的，就得到交通方便的邻村去

取。邻居开车的小张没少帮王婆婆带包裹。小张倒没把此

事放在心上，反正顺路。王婆婆倒不这样想，经常有劳人家

总感觉过意不去，终究没有自己经手方便。

近年，村里兴起了电商直播带货，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

销售本地的农产品、购买生活用品，看得王婆婆好眼馋。

直播带货和网上购物，自己这辈子恐怕是难以实现了，

自己不认识字，而且也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婆婆时常

这样告诉自己。想归想，做归做，王婆婆一有空还是凑在年

轻人身边，看着他们忙活。当自己的身影出现在他人的视

频里时，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仿佛自己就是视频里的主

角。她的出现，倒也为年轻人的直播平添了几分乡土气息，

吸引了不少人气。而王婆婆自己也越来越喜欢上了网购，

些许南瓜种子、一包食盐或味精、半斤烩面粉，都会请人帮

忙网购。王婆婆也算账，一包种子5元钱，加上快递费6元，

一共 11元，搞不好还要跑去邻村取，车费 3元，不划算呢！

“王婆婆，您的快递到了！”可一听到快递人员打电话通知自

己拿快递的消息，她又开心地笑了；一想到又要找人带快递

或者自己走出村乘车去取快递，额头的皱纹又来回地打架。

王婆婆的苦衷像电脑上的病毒，有很强的复制性、扩散

性。网上带货、购物的热潮在村子里掀起，也触发了村民的

缕缕痛点——随着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邮件量的增加，

快递的成本成了大家的一块心病。

村里有个年轻人叫申安省，早年一直在外务工。老爸

闲不下来，在村口开起了一家便民超市。眼看自己都是要

“奔三”的人了，经不住父母催促，打算先回家成婚育孩，待

到孩子上了小学再“重操旧业”。

回乡后得知，原来，在他离开家乡的这些年，曾经的小

伙伴都早已回到家乡做起了自己的产业。伍家台村旅游区

建起来了，皇恩宠锡的茶叶远销海外……

回乡后，听着村民的心声，想着村里的现状，小申就想

着如何把快递带回村里。

2022年10月，一个好消息传到小申的耳朵里——县乡

村振兴局、县邮政分公司准备联合在村里建设乡村综合便

民服务站。建成后，所有的快递都可以进到村里，寄递出去

的农产品也可以通过服务站邮向全国。回来后的日子，小

申没少犯嘀咕，他心里早就盘算着该如何解决村里电商发

展受阻、寄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最初一公里”没有打通的

难题。便民服务站建设的消息无疑像一阵东风，吹进了他

的心扉。

忙前忙后，与邮政对接、站点基础设施建设……小申经

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伍家台村综合便民服务站在他家超市

的基础上改造完成了。开业那天，老老少少，村里来了很多

人，王婆婆也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中午时分，一辆邮政车奔驰而来。工作人员打开车厢

时，围观的村民和小申一同看向车里。“哇！好多快递啊！”

有邮政的、圆通的、顺丰的……大大小小的包裹，贴着花花

绿绿的包裹单躺在车厢里。

包裹经过扫描机很快入库完毕。“大家可以排队取包裹

了！”小申站在柜台前高声告诉等待取包裹的村民。大家从

小申手里接过包裹、签字，按照提示将包裹放在高拍仪下扫

描出库。“您还有一个包裹未取！”王婆婆取过第一个包裹

时，扫描仪的音响里提示着……

“以后再也不用来回跑路了，包裹在家门口就可以取

了！”王婆婆双手紧紧地抱着包裹。

邮车开走了。王婆婆、张阿姨、小敏，还有小申他们

都笑了。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缑金峰

小时候，我跟着奶奶在祖屋一

起生活了很多年。我对奶奶的样

子印象很深：她高高瘦瘦的个子，

头上常年盘着圆圆的发髻，经常穿

一件青灰色盘扣衣褂，缠着一双并

不算小的小脚。

印象中，奶奶信佛行善，经常

给我们讲一些神话故事，而且她特

别着迷看大戏。

小时候，看大戏是很难得的一

件事情。因为一出完整的戏曲往

往会分几幕演出，有别于普通的小

段戏曲，所以在乡下被称作“大

戏”。大戏一般春节期间才会在县

城西街的大剧院里上演。

记得奶奶带我看过一出名

剧——《窦娥冤》。因为戏曲情节

较长，且当天突然变天下雨，所以

最后一幕没有来得及演完，只是全

体演员摆了一个“明日开庭审张

驴”的造型，就草草收场了。

即使没看到最后一幕，但奶奶

仍然很高兴，在回家的路上，便兴致

勃勃地给我讲之后的戏曲情节。还

安慰我说，因为窦娥平日里积德行

善做了许多好事，所以天上的王母

娘娘护佑着她，最后她平安无事。

此后，有几年县城没有大戏演

出，父亲便买了一套《穆桂英挂帅》

的年画贴在奶奶屋里。奶奶私下

和我说，可惜《窦娥冤》没有看到结

尾，什么时候你请我看个整出啊?

当时，我便豪爽地答应，长大后，我

请您去看整出大戏，看《穆桂英挂

帅》。其实，奶奶也知道，我是为了

哄她开心而说给她听的。

但是，奶奶仍然笑着问我，咱

们怎么去啊?我告诉奶奶，走路太

累了，我套着马车拉您去看戏。

反过来，我便问奶奶，您看过

这么多戏，您认识字吗?

奶奶笑着说，别看奶奶年纪

大，却是认识字的。然后，她像模

像样地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一个

“好”字，说：“女子是好。”

奶奶识字的事，我不晓得别人

是否知道，但她乐于助人，村里人却

都晓得。一是她会治疗烧烫伤。遇

到烧烫伤者，奶奶便摘下家里的石

榴树叶捣碎后均匀地敷在伤口处，

再用一块白布包扎好。反复两三

次，就能疗伤解痛、防止发炎。二是

奶奶会治眼疾。对眼中进入异物等

小病，奶奶会小心翼翼翻开眼皮，再

用烧过的细针取出异物，然后用水

冷敷消肿。因为当时农村医疗条件

比较落后，人们的小伤小病一般都

不去医院治疗，而是就近找会治疗

的人，或用偏方治治。

小时候，家里屋檐下有一个燕

窝，每年春天，母燕都会孵出几只

小燕子。看到我瞅着窝里的小燕

子十分好奇，奶奶生怕我会伤害它

们，便告诉我，小燕子是王母娘娘

座下的仙子，被派下来守护我们

家，不能伤害它们，否则，王母娘娘

会怪罪的。

还记得小时候发生了一件特

别奇怪的事：每年夏天，老屋台阶上

都会出现一条断了尾巴的金黄色大

蛇，近一米长，比大拇指还要粗。到

了白天，便趴在台阶上一动不动晒

太阳。每当我出出入入时，奶奶总

不忘提醒我小心点千万别踩着它，

说大黄蛇是上天派下来保佑我们

的，是有神灵护着的，伤害了它会遭

报应的。所以，我一直不敢碰它。

在我十几岁时，奶奶离世了。

她在睡梦中走了，没得病，没受苦，

走得很安详。她一生勤劳俭朴、积

德行善。按她的说法，应该是平日

里做过许多好事，有上天的王母娘

娘护佑着，所以，好人有好报。

奶奶去世三年后，父亲带着我

给爷爷奶奶立墓碑。在刻碑文时，

我看到奶奶的名字是“缑门张氏”，

便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刻上奶

奶的名字？父亲告诉我，早先农村

比较封建，奶奶出生后只起了一个

小名，并没有大名。所以，在墓碑

上只保留着她婆家和娘家的姓氏、

而没有大名。

奶奶的去世，让我很是伤心，

但立墓碑时，看到奶奶没有名字

后，我心里更加难受。

许多年过去了，那个只认识

一个字的奶奶仍然是我内心感觉

很亲近的人，她说过的话和做过

的事，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中。奶奶去世三十多年了，我不

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她，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知道她的名

字。但是，我想，奶奶的名字可以

叫做“张好”。因为奶奶是认识这

一个字的，那就是“女子是好”的

“好”。

□翁燕斌

两千多年了，未被时间淹没

你仍然立在那儿

汩罗江水滔滔，一曲《怀沙》未了

留下《天问》《九歌》

吹到我干涸的河床

从此有了端午节

我把自己一层层包裹

在一张草叶上坐禅

我总看见有你，听见你

灵魂里吹动的《国殇》《招魂》

许多亲切的面庞辐射微光

它们存在过

但已成为无法挽回的流水

一枚叶子站在春天眺望

一条大河从梦中缓缓流过

忧伤的额头一片金黄

□赵勇

山遥直接白云边，

欲到孤村须上天。

烈日洪流雨扑面，

回崖危径石擦肩。

应知有信来鸿雁，

必是多情啼杜鹃。

喜报为传千万家，

不辞路险一年年。

(有感于四川大凉山邮递员

将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手中）

□罗高飞

我是1960年下半年进入湖

南省望城县（现长沙市望城区）

高塘岭完全小学读书的。在这

里，我度过了一年短暂而快乐的

小学一年级时光。离开高塘岭

时，我仅8岁，之后便再没有回过

母校。小时候的美好回忆，是不

容易忘记的，我一直怀念我的母

校，怀念我的启蒙老师罗先炳，

怀念那一年的学校生活……

罗先炳老师在我心中的形

象是美好的。她是我们的班主

任，兼教语文课和算术课。当

年，20多岁的她端庄秀丽、和蔼

可亲。她经常教导我们：“你们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好

知识，长大后要做共产主义事业

的接班人。”老师的话，我一直铭

记在心。

那时候，在下课之余，偶尔

有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女孩跑到

教室找妈妈，我后来才知道，她

是罗老师3岁的女儿小娇。我离

开高塘岭完全小学已经 62年。

几十年过去了，罗老师亲切和蔼

的形象、小女孩可爱的模样，一

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罗老师

还好吗？小女孩娇娇现在在哪

里呢？

今年 6月，回长沙小住，我

打听到罗老师现在也住在长

沙。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前去拜

会和看望了罗先炳老师。88岁

高龄的罗老师慈眉善目、优雅端

庄。见到我，她很是高兴，开心

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长问

短。在与老师的交谈中，我惊奇

地发现，罗老师思路很清晰、记

忆力极好，我们班上很多同学的

名字她仍然记得。我父亲、我大

姐姐的名字（罗老师也曾是大姐

姐的班主任）她也记得清楚。

罗老师说，她这辈子从事教

育工作，一直把学生视为自己的

孩子，不论他们的家庭富贵还是

贫穷，一律平等对待，而对家庭

困难或学习成绩较差的孩子甚

至更加关心。我还记得，当年，

我们班里有几位家庭经济困难

的同学，罗老师自己买布动手裁

剪，给他们做新衣服。

罗老师桃李满天下，在她80

岁寿诞时，有几十位同学从各地

赶来为她祝寿，有的甚至带着儿

子、孙子。看到事业有成、家庭

幸福的学生们，罗老师心里格外

高兴。

罗老师活到老、学到老。退

休后，平时在家看书、上网、练毛

笔字、拉二胡，经常和同事、朋

友、学生们交流。我去拜会的当

天，还互加了微信，她把与高塘

岭完全小学师生合影的照片以

及其他的相关照片同我分享。

罗老师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她的先生是全国优秀教师，

前些年才去世。他们有两个优

秀的女儿，当年去教室找妈妈的

女儿也65岁了，罗老师就住在她

家。

此次长沙小住，感恩拜会是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由衷地

祝愿罗老师身体健康！幸福安

乐！一切都好！

信使

感恩的拜会

文艺家的邮事与邮趣
——夏衍与集邮

女子是好

遐思

幸
福
的
微
笑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我的名字叫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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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建

书

□崔鹏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