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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鉴赏、收藏、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的参考书。
    本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5年所发行的700余套邮票中精选出80套共300枚（其中绝大多数是历
年最佳邮票评选中的获奖邮票），从内容、艺术、特色、设计、印刷特点和背景材料等方面作了详细
地介绍和分析。
    该书附录了所介绍的邮票近期中国集邮总公司价格和市场价格，供集邮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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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菊花》邮票由洪怡等5位画家采用中国画中工笔画法绘制而成。
5位面家中除汪慎生外，其余4位均是女画家。
　　(18—1)邮票是“黄十八”(见图21)。
“黄十八”亦称“十八瓣”。
以花黄色，花冠外围的舌状花瓣共18枚而得名。
一般菊花的花瓣均无固定数目，只有“黄十八”的花瓣固定，是菊花中的特殊品种之一。
“黄十八”属平瓣类宽带型，平展亚型。
花冠仅基部连合，其余均开裂成平状。
花瓣较宽展，呈船底形，而且拱曲。
简状花序发达，并且外露，花径20—25厘米。
花期中。
叶片端正而且长宽基本相等。
缺裂较浅并整齐。
托叶长，宽度在I厘米以下。
茎杆粗壮。
株高在50—80厘米之间。
　　(18--6)邮票是“金牡丹”(见图 22)。
“金牡丹”以其花色金黄而花形酷似牡丹而得名。
属平瓣类芍药型。
舌状花多轮，花瓣直伸，内外各瓣近等长。
花瓣丰满，全部花顶部稍平，后期呈球型。
筒状花稀少，盛开时不露或微露。
花径15~20厘米。
花期中。
叶片端正而长阔近等，缺裂较浅，整齐。
托叶小，茎杆直径约1—1．5厘米，株高在50—80厘米之间。
　　(18—9)邮票是“芙蓉托桂”(见图23)0“芙蓉托桂’’以其粉红色的舌状花酷似芙蓉托　　起橙黄
似桂的花心商得名。
属桂瓣类匙桂型。
舌状花粉红色，花瓣下端有一段明显的管，先端展开如匙，长度为花瓣的三分之一左右。
筒状花冠发达伸长。
瓣短，尖端突出，不露心，排列整齐，颜色橙黄色。
花径11厘米左右。
花期早、中。
叶片缺裂深达叶片的三分之二以上。
托叶长、宽在1厘米以上。
茎杆直径1—1．5厘米，株高在50--80厘米之间。
　　(18—10)邮票是“玉盘托珠”　(见图24)。
“玉盘托珠”以其花色洁白。
花形圆整如白玉盘中托起无数珍珠而得名。
属管瓣类钓环型。
舌状花多轮。
粗径及中径管瓣，内轮间或有匙瓣花。
管瓣端部弯卷如珠。
筒状花正常或稀少，盛开时外露或微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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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径在20--25厘米左右。
叶片缺裂较深，达叶片的三分之二以上，托叶小。
茎杆直径在1—1·5厘米之间，株高在50—80厘米左右。
　　《菊花》特种邮票在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被评为最佳邮票。
　　特46　唐三彩　　1961年11月10 日发行，全套8枚，影写版，设计者卢天骄，北京邮票厂印刷。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烧制的一种低温多彩的铅釉陶器。
它是唐代陶瓷工艺在对多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而在铅釉陶中加进铁、
铜、钴、锰等不同的金属氧化物而烧制出的。
颜色有黄、赭、绿、白、蓝等颜色中的一色，二色或三色，甚至有五色的。
所谓三彩，是含有多彩的意思。
唐三彩利用铅釉易于流动的特点，在烧制时呈色金属熔于铅釉中，随其任意流淌，加之施釉用量不同
，而有浓淡及流淌长短等不同现象。
即使是一种色釉，也能取得自然变化的奇妙效果。
而用两种以f．呈色金属涂敷，使其互相浸润，更是参差错杂，缭绕变幻，形成斑驳离奇的独特色彩效
果，具有富丽堂皇的艺术魅力。
唐三彩的制品分为器皿和俑两大类。
器皿类有壶、罐、瓶、碗、盘、杯、枕及文房用具等，几乎包括了当时日常生活用具的各种类型。
俑类分为人物俑和动物俑两种。
人物俑有文臣武士、男女侍从、胡人、贵妇和乐舞人像等，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
动物俑则以马和骆驼最为常见。
唐三彩的烧制始于初店，至盛唐由于厚葬之风盛行，达官贵族在丧葬中大艟用唐二彩随葬，因而极大
地刺激了唐三彩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国力的衰退，唐三彩的烧制也逐渐走向衰微。
　　(8--1)邮票是“三彩陶驴”　(见彩图36)。
唐三彩陶驴俑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十里铺第337 号唐墓。
驴俑高16厘米，身灰褐色，背上置黄色马鞍，鞍下垫有绿色的垫子，尾巴细而后垂，头部面狭窄，鬃
毛很短，两只长长的耳朵向上竖起，造型逼真，姿态传神，把驴的形体、比例、神态均极其生动地表
现了出来，且骨骼肌肉的处理也合乎解剖的规律。
体现了唐代雕塑家精确的观察能力和很高的艺术修养。
　　(8—3)、(8—4)邮票均是“三彩陶马”(见彩图37、38)。
(8—3)与(8—4)邮票图案中的唐三彩陶马俑为一对，1957年2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郊南何村唐鲜于庭
海墓。
两马高54·6厘米，首尾长54．5厘米。
马身全白，马鬃上剪有三花，三花饰马是当时宫廷和贵族流行的风尚。
马鞍上披着深绿色绒毯状“幛泥”，两侧长垂至腹下。
胸前和股后络以绿色皮带。
胸前的带上　　饰有黄色小铃，在铃之间饰有带黄点的蓝色流苏。
两耳下的络带上各系杏叶形垂饰1枚。
额顶矗立一缨形饰物。
后鳅两侧各饰有杏叶形垂饰5枚，革带交结于尻上，’并结处有杏叶形垂饰4枚。
马头向左侧视，神气轩昂，形态栩栩如生。
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8—5)、(8—6)邮票均是“三彩陶马”(见彩图39、40)。
(s--5)、(8—6)邮票图案中的唐三彩陶马俑是一对，1957年2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郊南何村唐鲜于庭海
墓。
马俑高54·3厘米，首尾长53厘米。
马身为橙黄色，颈部有白色斑纹，马蹄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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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毛为浅黄色并徼透白色，剪留一花。
马身上鞍勒辔饰俱全。
鞍下垫鞯两层，鞍上披一蓝色薄毯，两端各系一结。
马的胸前和股后均绘以皮带。
胸前的带上饰以黄色八瓣花朵，两侧各有杏叶形垂饰三枚。
头上的嘴角两侧带有角形镰，口内衔勒，皮带上饰以黄色花朵，在额上和身上各垂一杏叶形垂饰。
马微向左视。
神情生动，体态健壮，显示出一种力的美。
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8—8)邮票是“载乐队驼俑”(见彩图41)。
载乐队驼俑1957年2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郊南何村唐鲜于庭海墓。
骆驼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
骆驼昂首立于长方形的板座上，全身施白色釉，颈部上下，前腿上端的长毛和尾部为黄色。
在骆驼背上垫有白、黄、绿三色的圆毯。
毯上为一平台，台上铺有长毯，毯两端垂于骆驼腹部之下。
毯上的条纹为蓝、黄、绿、白、赭黄五色。
在台上两侧坐着四个面向外的乐俑，台中间立有一舞俑，均头戴软巾，足穿长统软靴。
左侧前边是一深目多胡须的胡人形象，身穿蓝色窄袖翻领长衣，手抱琵琶正作弹拨状；左侧后边是一
汉人形象，身穿绿色圆领窄袖衣，两手举至颔下，所持乐器已失，从其姿式看，应为筚篥一类吹奏乐
器。
右侧前方之俑为汉人形象，后方之俑为胡人形象，两俑均作双手拍击状。
中间的舞俑为胡人形象，身穿绿色圆领窄袖长衣，腰间系带，前襟撩起束于带中，右手向前屈伸，左
手后叉，似正在合乐起舞。
载乐队驼俑在这以前没有发现过，这是第一次发现。
它如一幅胡汉杂处的风情画，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唐代长安作为当时各国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的形象写照；同时也为研究唐代的乐舞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其造型生动，人物传神，色彩奇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唐三彩》特种邮票在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被评为最佳邮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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