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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

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

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

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

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

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

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

窗以外。 铁纱窗以外，话可不就在这里

了。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

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林徽因：《窗子以外》）

—七十多年前，西南联大的同学们

就读着这样美的文字进入大学生活了。汪曾

祺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深情

地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

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

样的作家。”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熏陶

下，才孕育出了汪曾祺、穆旦、鹿桥、杜运

燮等成就卓著的西南联大作家群。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集邮琐话

○龙美光

西南联大作为一所与中华民族的全面

抗战相始终的著名流亡大学，先后经历了短

暂的长沙临大时期和八年扎根西南边陲诗书

救国的昆明联大时期，是艰苦卓绝文化抗

战的杰出代表。西南联大所经历的艰苦与

成就，物质与精神，至今仍为海内外所 
称颂。

联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师生们的

兴趣爱好与他们的成就一样也是多方面

的。在他们林林总总的兴趣爱好中，集邮

活动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无论抗战中的

西南联大，还是与新中国共同进步的联大

人，都与集邮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爱上集邮的师长们

《云南省志·卷三十五·邮电志》

载：“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合大学师生

中有不少集邮者。”言简而意远，说得一

点不错。西南联大的到来，为抗战时期的

云南集邮界乃至西南集邮界又添了蓬蓬勃

勃的生力军。西南联大并没有集邮一类的

团体组织，但这并不妨碍联大师生开展集

邮活动。这些富有情趣的联大师生，自有

办法解决他们的邮荒的。

说联大的集邮活动，自然先得谈谈教

师们。联大的教师，各有不同的雅好，集

邮自然是其中之一。他们爱好集邮者定然

不在少数，而其中的佼佼者，也可以数上

好多位。

主持联大校务的梅贻琦常委，在音

乐、诗词、字画、室外运动以外的爱好

中，最为钟爱的便是集邮。天津学者罗澍

伟在《梅贻琦：天津走出的清华校长》中

写道：“由于领导工作的繁忙和生活环境

的恶劣，他对许多爱好只能舍弃。只有集

邮是他坚持最久的，他写字台抽屉里放着

几大本集邮簿，里面保存着各种各样精美

漂亮的中外邮票。”他的这一爱好也影响

到子女，后来在联大从军的梅祖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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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5 月 1 日从贵阳寄到西南联大的

明信片，此时联大尚未开学

“我上小学时开始学集邮，喜欢和姐姐们

到父亲的抽屉里去翻他的旧书信，找邮

票，父亲曾说过我们。但有一次我还是去

翻找更好看的邮票，父亲回来后虽然很生

气，还是很平静地问：‘上次是没有听见

还是忘了?’我实在很想要那些邮票就说

了实话，父亲在我保证不再来乱翻以后又

给了我几张邮票。”

农业昆虫学家陆近仁教授，是集邮方

面的行家。据其子陆祖龙回忆：“邮票，

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大约有8000多
枚。……我父亲收集的邮票是很有名的。

从清朝的宫门、龙票起，相当的齐全。加

上民国，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邮票都是

齐全的，而且都是四方联带首日戳的，一

张不缺的。还有像联合国成立日特制的首

日封，大大的信封上面有发起国的国旗，

大约有十几张，围绕着一周，而且带旧金

山首日戳的。当然还有不少其他相当名

贵的邮票。为此他曾开过一次邮票的展 
览会。”

在集邮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还有柳

无忌先生。柳无忌系著名诗人柳亚子之

子，抗战时期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

1979年，柳无忌在美国加州孟乐园寓所写

成了《集邮六十年琐记》一文，表达了一

个老集邮家对中国邮票发行100周年纪念

的由衷祝贺之情。该文在台湾《联合报》

发表后被《参考消息》率先连载五期，助

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又一次集邮热

潮，成为邮坛佳话。文章深情地开首：

“在我国发行邮票一百周年纪念时，我愿

以怀旧的心情，追述我在半个世纪以上集

邮的嗜好、经过，并以事实证明其中的乐

趣，与历史上的价值。这里，首先值得提

出的，虽然经历抗战期间流离颠沛的生

活，虽然初来美时我们只带一些简单的行

李，在美的三十余年中又屡次搬家，我从

中学就开始搜集、而累积至今的邮票，却

全部保存着没有遗失。那是十分幸运的，

比起我的其他物件来，如我自己写的书籍

与稿子，在身边的就很少。当然我不得不

承认，这些无可计数的各式样的邮票，至

今仍杂乱无章地塞在信封内、簿子里、匣

子中、书桌的抽屉角落，没有归宿与安居

的地方。它们耐心地等待着有这么一天，

我将以有暇的心情，把它们从那些幽闭的

处所解放出来，重见光明，整齐地，有条

理地，贴上新的漂亮的邮票簿子。”

柳无忌在他的文章中历数他自学生时

代以来的集邮史，列举了收集到的若干

珍贵邮品，并附载了1942年“七七事变”

五周年收集的

“抗战建国”

邮戳、1945年
9月3日在重庆

沙坪坝集到的

“抗战胜利纪

念”邮戳，深

深表达了他对

抗战邮品的珍
柳无忌保存的 1945 年

制作的抗战胜利纪念邮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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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他在文章最后说：“我希望，当我

闲着无事，坐在摇椅(待购)上摇摆够了，

虽然我老眼朦胧，不良于辨别邮票上的芝

麻小字，我仍将发奋工作，从所藏山积的

邮票中间，整理出一册我的最后、也是最

完备的邮票簿来，作为给后代集邮者的遗

产。”

此外，被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

物理学家、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曾是十

足的“过眼集邮迷”，他在回忆毛子水时

自嘲：“我们都叫毛子水先生为毛公。他

的房中各处都放着书。……我见到毛公的

书堆，就像我一见邮票便扯下来塞进一大

纸盒，不再过目一样。”而著名文学家沈

从文西南联大时期则在昆明收集了耿马县生

产的许多漆盒，他的屋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盒

子，其用途大多是用来装邮票，其“邮瘾”

可见一斑。联大社会系教授陈达，在钓鱼、

打猎之外，最痴迷的也是集邮，只是战争开

始以后，他的集邮成绩如何，就没有人知道

了。联大生物学系教师、曾与闻一多一同参

加湘黔滇旅行团的毛应斗作为集邮爱好者，

曾保留了数百枚中外邮票，毛氏是人物邮票

收藏家，邮票上尽是中外知名人物。而杨石

先、陶葆楷等知名教授的集邮雅好，也曾闻

名于师生之中。

联大学生中的集邮爱好者

在物价不断高涨的联大时期流传着

这样一句话：“什么最便宜？助教，邮

票！”可见集邮在联大并不是一件太过奢

侈的爱好，只要有心，尚还雅玩得起。

西南联大的学生之爱集邮，并不亚于

教师们。不仅是多愁善感的文科学生爱之

深，就是大多数理性多于感性、成天埋首

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理工科学生，对集邮的

爱好也一点不输

给文科学生。

仅以贵阳金

竹邮票会主办的

《金竹邮刊》抗

战时期发行的各

期 为 例 ， 在 其

“会员题名”专

栏中即常见联大

学生身影。除了

法商学院社会学

系张祖道等文科

学生在列，理工

科如理学院算学

系胡潮华、师范

学院算学系王世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

系莫仲明和化学工程学系徐子龙等也列

于其中。

尤其该刊1945年第4卷第10期刊载的

会员广告中，有这样一则广告：“出让：

中信疏齿三角，单枚五元，下边或直缝

重齿四方连一百元，函购请附贴足邮资信

封一枚。昆明联大徐子龙。”从中可以窥

见，联大理工科学生集邮爱好者对于集邮

的专业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准。因而联大

学生对集邮的喜爱，绝不是个别现象，而

且也不是心血来潮，随便玩玩。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的地质学家涂光

炽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教育经历时，特别提到

了集邮对自己的影响：“上小学时，尽管我

还不懂事，但对地学却已有了一定的偏爱；

我喜欢听地理课与历史课，听大人讲‘徐霞

客游记’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我还

喜欢集邮，特爱收集带有地图和名胜古迹

的邮票，而且总想将它们的来龙去脉追究 
清楚。”

西南联大时期实寄

封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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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了无数人的“两弹一星”元

勋、联大校友郭永怀，也对邮票有着非

常强的鉴赏力。他将清朝以来发行的国

内外邮票整整搜集了三大本，由于后来

全力投入科学研究工作，他把这些邮票

送给了邮政总局。

而曾就读于联大工学院机械系的梁晋

文校友，后来作为机械制造和精密计量方

面的专家，在国内首先研制成了邮票干版

连拍机，提高了我国邮票的套色质量和生

产率，在新时期为集邮事业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也因此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

邮电部重大科学技术奖。

联大的学生集邮者，并不是不管窗外

事的书呆子，他们也关心民族危亡，关

心局势动荡。1945年“一二·一”运动前

夕，联大学生自发组织为“反内战”的罢

课运动筹集经费。不少联大同学都捐款支

持，此外还“有韦氏字典，有珍藏的邮

票，有金戒指、口琴、游泳裤、自来水

笔、毛巾、茶杯、茶壶、手套、牙刷、汽

油和堆了一桌子的书本和其他东西”。多

年珍藏的邮品，也不惜一捐了。

联大学生中集邮者之众，目前还尚难

有一精准统计。在这里，笔者愿意特别介

绍两位学生中的“邮痴”。

许渊冲情人般集邮痴情

“现在的青年—学生时代的青年，

无论衣食住行，都有一定的规律；为了要

求课外活动的起见，最容易染上不良的嗜

好，如吸烟、看电影等等都是。

我起初也是如此，后来有一位好友，

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了烟能伤肺，看电影

足够坏眼睛之后；同时又摸出了一袋五光

十色炫耀人目的外国邮票给我看。他说：

‘你瞧！这邮票不是比吸烟、看电影更

好吗？有英国的，有美国的，也有印度

的、埃及的。图案非常繁多，有肖像，有

猛兽，也有风景，有飞机。色彩是何等的

鲜艳，印刷是如何的精美，你自己拿去仔

细瞧瞧罢！’我一看之后，非常高兴，立

刻去买了一个镜框来，悬在里面。闲时看

看，不论德国的兴登堡像，或是萨尔流域

的风景，都使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自

此之后，我对于邮票的感情，一天好似一

天，甚至于寝食都不能离开他。又时常到

邮局去扯，但是一个人去搜集，终究是有

限；渐渐地在报上发现了许多邮票社，于

是函札频仍，家中汇来的钱，几乎全用之

于买邮票去了。

我现在还是继续地收集着，约有一两

千种，贴在自备的邮册上，闲时翻阅玩

弄，好像卧游一般。集邮，真是人生最快

乐的一件事啊！”

这是一篇题为《我集邮的经过》文章中

的文字，1935年发表于安徽芜湖出版的《邮

话月刊》第5期。这一年，这篇文章作者的

日记第一页，写下了新年的三大愿望：“一

是学问猛进，二是家庭平安，三是邮票大

增。”文章和日记的作者，是1938年考入西

南联大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

多年后，谈起这篇文章，许渊冲先生

自陈：“如果我觉得英文还有用的话，那

得归功于集邮了。那时大表姐在美国留

学，来信贴的邮票上有自由女神像、尼亚

加拉大瀑布的风景，华盛顿、林肯等人的

头像，芝加哥开奥林匹克运动会赛跑和掷

铁饼的图形。一见邮票，就像到了美国，

了解美国的历史人物，甚至看到了奥运会

的特写镜头。除了收集到的邮票，我还不

吃早餐，省下钱来寄去苏州五洲邮票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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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邮票社买外国邮票，每星期等着

寄邮票来，如萨尔河畔的风景，利比里亚

的老虎，北婆罗洲(现为印尼)的大象，尼

亚萨兰的斑马和长颈鹿，简直像情人等待

情书一样。这时我对美的爱好，已经从连

环图画转向集邮了。”

西南联大“三青团”在联大新校舍北

区大门内开办的青年服务社和邮政代办

处，是代售邮票和办理寄发挂号信件等的

场所，这就为联大的集邮迷们开了方便之

门。在这样浓烈的集邮氛围中，许渊冲一

直未减集邮的兴趣，甚至他后来留学巴

黎，也是雅兴不减。他在一则日记中写

道，“下午去歌剧院附近的集邮公司买了

一套北婆罗洲的动物邮票，实现了我在初

中时日思夜想的美梦”，然而“现在得来

全不费功夫，反而觉得不那么珍贵了”。这

种收藏中的挫折感产生的乐趣，许渊冲一语

道尽。

许渊冲非常欣赏同窗好友涂茀生咏集

邮的一首诗：“玲珑艳丽小华笺，入眼缤纷

别有天。百代英雄齐入彀，五洲动植竞争

妍。四方戚友传鱼雁，万国风光等闲廛。史

迹新闻留纪念，怡情益智乐陶然。”

《我集邮的经过》发表76年后，许渊

冲于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

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

为获此殊荣的首位亚洲翻译家。这是对他

的集邮经历的最好回报。

刘东生从集邮迈向科学高峰

对于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生、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的集邮

爱好，我曾在与他同系的朱之杰校友所写

的《南开生活回忆》一文中得窥一角，文

章说：

“1941年西南联大地质系墙报上刊出

了东生写的一篇题为《集邮与地质》的科

研小品，他根据集邮的经验，用地质语言

畅谈地质与集邮的关系，内容涉及美国的

尼雅加拉大瀑布，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以及

火山、冰川、盐湖等许多地质现象，题材

新颖，论述得当，博得好评。这篇短文是

他的处女作，初步显示了他的探讨才能和

丰富知识，从而引出了毕生的工作方向和

洋洋大篇的地质论文。”

刘东生院士关于集邮的壁报内容令人

好奇，也令人神往，也可见他对集邮的不

一般嗜好。但对于他的集邮丰采，我终于

也有缘一睹真容。2018年7月，受刘东生

之子、中国海洋大学刘强教授邀请，我和

西南联大博物馆同事一行四人前往青岛整

理刘东生院士的遗物。

刘东生院士一生的珍藏摆满了一屋

子，这还不包括已捐赠科研机构的若干文

献。其中有他的父亲刘辑伍先生保存并做

了精详鉴识的殷商以来的珍贵钱币、大量

的书籍、林林总总的化石标本、各类照

片，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然而，数量最

巨的乃是各时期的集邮品。同事开玩笑

说，整理刘院士遗物的几天时间，把一生

的邮票都看完了。

在许渊冲发表第一篇集邮文章的同一

年，1935年7月2日，刘东生平生制作的第

一部《邮票集》诞生了。他在这部邮集的

扉页写道：“幸福的园地，辛辛苦苦存积

起来。”表达了对集邮如醉如痴的心绪。

在他的第一批邮集里，收录着1383枚世界

各国的邮票，其中涉及埃及、伊拉克、印

度、越南、日本、希腊、波斯、土耳其、

好望角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都分门别类

作了标记说明。我国发行的邮票，除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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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邮政发行的，也有伪满洲国、香港等地

发行的，其中1923年土匪邮政临时制作的

“抱犊崮”五分大洋、1934年发行的满洲

国登极纪念邮票邮戳等等都是难得一见的

珍品。至于新中国发行的邮票，则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一周年纪念等簇新的邮品惹人喜爱，这

一时期的邮品，除了用当年专用的集邮册分

类保存，大多还保存在已经老旧的集邮纸袋

里，显示着主人对这些邮品的格外珍视。

在刘东生的集邮珍藏中，还有不少是

保存得非常好的邮票年册、专题邮集、纪

念封、纪念邮折，都由刘强教授保存在几

个大纸箱中。巡览刘东生的集邮品，我

不禁感到，他对于集邮的痴迷不是一朝一

夕，而是终身之爱。他在地质学尤其是黄

土方面的研究成就不是偶然的，自他发表

《集邮与地质》那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

把集邮和地质美妙地结合了。谁说兴趣爱

好与研究工作不能互补呢？！

西南联大与国家名片

西南联大师生之于集邮，自是说不尽

的话题。联大的集邮人一定记得，1943年
11月1日，联大青年邮政代办所启用了一

枚特别的圆形邮戳：“西南联大校庆纪

念，1.11,1943昆明，青年邮政代办所”。

这是联大师生爱好集邮的一个标志性标

识。校庆当月由北平燕京大学出版的《燕

京新闻》报曾记述这一天的盛况：“该校

青年邮政代办所特于是日开始服务，并于

当日寄出之信件上加盖校庆纪念邮戳，以

示庆祝。同学除寄出大量信件外，并纷纷

购置信封邮票，前往盖戳。因人数过多，

以致将办公时间延长数小时之久。据统

计，校庆日寄出之信件，较平日多出数

倍。有人说：‘校庆表现在邮票上的最 
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各类物资

都非常匮乏，尤其在昆明，物价居高不

下，而且连年膨胀。五光十色的邮票，自

然是令联大邮人垂涎欲滴。然而，在百废

待兴的山城，谁能重视集邮这小小的小众

雅趣呢？联大到昆明后，集邮逐渐时兴起

来，但城里的集邮门市也是屈指可数。西

南联大师生的邮品来源，除了本地集邮门

市有限的供给，主要还是通过国内外的亲

友和邮友在海内外代为购买或交换，因此

每一枚集邮品的获得都异常难得。在这样

的情况下，联大邮人的集邮雅兴却更为高

2018 年 7 月，作者在青岛与刘东生保存

的老邮册合影

刘东生珍藏的土匪邮政“抱犊崮”五分大

洋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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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他们或与本地邮友交流调剂，或参加

国内知名集邮团体，以获取信息来源，增

大集邮机会。

就在这样的探索与坚守中，西南联大

的集邮爱好者们等来了复员北返的一天。

从此，他们的集邮天地更为广阔了。

西南联大的集邮人不会想得到，在联

大几十年后，他们的不少师长、同学，乃

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先后走上了邮票这

一国家名片，有关他们的邮品，又成为新

一代集邮人争相搜集的邮猎品。

人民邮政诞生以来，先后有一批联大

师生走上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

票。他们是：物理学家吴有训、数学家

华罗庚（第一组，1988年），建筑学家梁

思成（联大建筑设计顾问，第三组，1992

年），严济慈、周培源（第四组，2006
年），王淦昌、赵九章、郭永怀、邓稼

先、朱光亚（第六组，2014年）， 叶企

孙、叶笃正（第七组，2016年），他们都

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永载史册的历

史性贡献。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题材的邮资票

品越来越受到重视。集邮爱好者纷起搜集

从西南联大寄出的邮品，或者曾经寄往西

南联大的邮品，或者后来印行的有关西南

联大的邮品。西南联大专题集邮或许将成

为一个有意思的新话题。

行文至此，让我以联大走出来的名作

家汪曾祺先生的几句旧体诗为本文结尾：

邮人爱邮事，同气乃相求。
玩物非丧志，方寸集千秋。

（上接第45页）他永远难忘。大致内容

是：同学们，你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总

共十七八年时间，学习的内容和好坏要怎

么衡量？是不是用考试成绩的好坏来标

志？同学们睁大眼睛听他的演讲，他说当

然不是！他明确指出，衡量学习的好坏主

要是四个能力的培养，第一个是生活能

力，第二个是学习能力，第三个是工作能

力，第四个是思考能力。到你们大学毕业

时，在这四个能力的前面都要加上“独立

的”三个字。即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独

立的学习能力，独立的工作能力和独立的

思考能力。赵先生每个能力都一一讲解分

析，十分生动。

他说生活能力是父母家长的责任。首

先人是个个体，最基本的个体行为必须自

己个体来完成，绝不能叫他人来代替，比

如自己的吃喝拉撒睡，谁也不能替你完

成。读书、作业、考试，也不能叫别人

替。因此必须强制自己跟父母学习培养生

活的能力，跟老师学习培养学习的能力。

所谓学习能力就是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学习

方法，这很重要。找到了，加上合理的分

配时间，成绩自然会好。工作能力全靠自

己锻炼，在生活、学习、工作三个能力成

长的同时锻炼自己的思考能力，或思维能

力，判断是非，对错、好坏、美丑，等

等。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生活、学习、工

作、思维，因此这四方面的能力培养就是

同学们小学、中学、大学十七八年的学习

内容和衡量标准。记住，当你们毕业的时

候一定要具有独立的这四个能力！希望大

家永远记住我的这个提醒。

澍兄认为这段话比任何政治口号有用

得多。的确，这甚至比蒋校长的“又红又

专”还要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