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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暂别股市，转场邮市，这是一些人正在考虑的出路，因为，资金总是喜欢流向更少风险，更好赚
钱的地方。
　　——著名邮票评论家　刘格言　　与纳斯达克股票指数相比，邮票的表现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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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蔡，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国集邮报》总编辑。
曾参与编著《时空大断面》、《孙传哲：情系方寸》、《新中国邮票、封、片价格手册》等书。
　　黄玉魁，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国家级邮展评审员，曾经在《中国集邮》杂志、《集邮》杂
志任编辑、记者，撰写并发表了大量关于邮市行情述评和邮票投资的指导性文章，参与编辑《中国集
邮人物风采录》、《现代集邮指南》等多部集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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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方寸邮花 魅力无限 第一节 从“黑便士”到互联网邮票 19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罗兰·希
尔的英国人将邮票带到了这个世界。
 他的这一发明，改写了世界邮政通信的历史，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而 形成了风靡全球的第一
大收藏爱好——集邮。
当然，这位英国爵士可能根本 无法想象到，他创意的邮票竟然成为一项极具魅力的投资品种。
 邮票是国家或地区邮政主管部门发行的供寄递邮件贴用的邮资凭证。
 远古时期，通信曾以“击鼓传声”和“烽燧”烟火方式传递。
我国早在 3000多年前的商代，出于传递各种信息的目的，就出现了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 设立当时称
为“邮”或“驿”的邮政机构，合称“邮驿”，负责传递官府文 书。
比较完善的邮驿制度形成于周代，在各交通要道均设驿站，为传递公文 者提供食宿以及车马等交通工
具。
《孟子·公孙丑上》中记有孔子的一句话 ： “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意思是，“德政”的流行，比通过驿站传 达 命令的速度还要快。
此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邮驿制度就 已经普遍实行。
 各个文明古国普遍建立过邮驿制度。
西方著名的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 ” 反映出古罗马帝国驿路的发达。
而古埃及早在公元前30世纪的第三王朝便有 了邮驿，一幅考古发现的绘画就表现了信使向法老递交信
件的场景。
2000多 年前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赞扬信使：“不论雨雪风霜，不论酷暑严冬 还 是白天黑夜，
都不能阻挡住信使迅速完成他们的邮班。
” 古代邮驿是为传递王命、飞报军情而设，系官办、官用、官管，不收寄 普通百姓的信件。
普通百姓寄信件只有靠熟人捎带，十分不便，故有我国唐 代诗人杜甫“家书抵万金”之感慨。
明朝永乐年问(1403～1424)，我国出现 了民信局，即办理民间书信、包裹、货物、汇兑等业务的私营
通信机构。
民 信局的历史长达500余年，直到1934年12月31日最终宣告取消。
 国外也有类似我国“民信局”的通信组织。
中世纪，欧洲一些教会、学 校、商行开始经营通信业务，收费方式是信件到达后向收信人收取资费。
 1653年，一个名叫德·维利埃的人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授权，在巴黎开办了 一问“小邮局”。
维利埃在街道设置了邮政信箱，定时开取。
他还向用户出 售 一种特制的标签，上印有“邮资已付”字样。
寄信人把这种标签用夹子或绳 带固定在信件信封上，写上寄信日期后投入信箱，“小邮局”收取信件
撕毁 标 签后投寄给收件人。
这种预付邮资的凭证可以称为邮票的前身，遗憾的是没 有信件的实物留存下来。
 1814年，意大利撒丁尼亚王国邮政部门借鉴维利埃的做法，发行一种 “邮戳纸”，作为预付邮资的凭
证在各地邮局出售。
寄信人把“邮戳纸”贴 在 信封上即可将信寄出。
资费是根据传递路程计算的，分15分、25分、50分 三种面值，主图均为吹着号角的信差骑在马上，后
被人称为“骑马票”。
“ 邮 戳纸”用光滑的白纸印刷，纸内有水印，图案、面值为蓝色。
 18世纪末，随着欧洲产业革命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加便捷有效的邮政通 信。
虽然许多国家先后实行了国营邮政，但人们感到寄信手续非常繁琐。
在 支付邮费的方式上，有的是寄信人付费，有的是收信人付费，有的是收、寄 信人双方付费。
在计费方法上，有的国家不同路程的收费标准不一，又由于 其国内各地区(州、邦)的币制不同，邮费
折算起来非常困难。
这些问题大 大阻碍了邮政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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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的英国，邮资是按邮件送递路程远近 和信件纸张数量分别逐件计算的，即“递进邮资制”
，费用由收件人支付。
 按 照规定，邮程在15英里之内收费4便士，20英里内收费5便士，300英里内 收13便士，700英里以上收
费17便士⋯⋯其间共分14级。
除此之外，按照 邮递条件还会另加邮资，如伦敦寄往爱尔兰的邮件取道利物浦经转，须另加 8 便士。
邮件的计费单位和规定十分复杂，邮资非常昂贵，有时寄一封信的费 用竞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
资。
如此高昂的邮资不仅令平民望而却步， 连国会议员也难以承受，为此国会决定议员可享有免费邮件，
结果一些议员 将这些免费邮件大肆赠送给亲朋好友，免费邮件的数量一度占到邮件总数的 75％，邮政
部门因此亏空严重。
普通民众也想尽办法逃避邮资，诸如拒绝收 件等方式层出不穷。
罗兰·希尔曾经回忆过他儿时一段经历：一次，因为付 不起一封信的邮资，他母亲不得不让7岁的罗
兰·希尔跑到集市上变卖几件 旧衣服，才凑足了付邮资的钱。
 19世纪30年代，英国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为邮 政改革创造了新的社会基础。
1837年，罗兰‘希尔出 版了名为《邮政制度改革——其重要性与实用性》的 小册子。
他指出了邮政业务存在的种种痼疾，认为必 须实行邮政改革，才能增加国营邮政的收入，促进邮 政
发展，满足人们的需要。
他在详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均一邮资制”的改革方案。
1840年1 月，英国政府采纳其改革建议，实行统一的邮资收费 标准，凡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范围内，
不论路程远近，信函基价为每半盎司 收费一便士，所有邮费都由寄信人预付，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改革被后人 称为“一便士邮政”。
预付邮费的方式就是以邮票作为纳付邮费的凭证，于 是 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邮票于1840
年5月1日在英国应运而生， 并于5月6日正式开始使用。
 “黑便士”邮票的图案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肖像。
维多利亚女王 肖 像上方为“邮资”(POSTAGE)字样，肖像下方为面值“1便士”(ONE PENNY)。
 英国1840年发行的邮票有两种面值，1便士的黑色邮票被称为“黑便 士”邮票，还有一种蓝色的2便士
邮票(主图与“黑便士”相同)。
为防止 伪造，这套邮票使用雕刻铜版印制，白色纸张里加有小皇冠水印。
由于当时 还没有邮票打孔机，故每枚邮票周围都没有齿孔，邮局出售时要用剪刀将邮 票逐枚剪开。
 黑便士邮票也有其不足之处，邮票上的黑色邮戳不易看清，且容易洗掉 ， 因此有人钻空子将其反复
使用。
为此，之后的1便士邮票改用红色印刷， 1841年2月10日，“红便士”邮票宣告诞生。
 1850年，罗兰·希尔被任命为英国邮政大臣，1860年获爵士称号，1879 年 被授予伦敦市名誉市民称号
，同年在伦敦逝世，享年85岁。
由于他一生为邮 政 事业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邮票之父”、“近代邮政之父” 。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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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寸之间，彰显珍贵，蕴含你意想不到的价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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