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郵票見證民族歷史 要留在故鄉」
1923年8月出生於蘇州的王懷璞（見

圖），於1937年11月隨學校前往重慶避
難，1948年隻身赴台，從事先進的印報機
研製工作。

「我父親從1975年起，大量購買與
收藏兩岸歷史郵票、郵刊。」 其長子王岳
忠說，為避免破損、失散，每集滿1年份，
父親就將裝訂成硬面燙金合訂本。自1995年
起，他將收藏的集郵書刊，全部轉移到蘇州存放，分
別用2公斤、3公斤、5公斤的郵包寄出，20多年中連綿
不斷，寄出的郵包超過千個。

省吃儉用購買郵票郵刊
「我們是平民家庭，父親省吃儉用，幾乎沒有消

費，節省的錢都用來購買郵票、郵刊。」 王懷璞次子王
世忠補充道，父親每當發現郵刊裏介紹的重要郵票只有
文字沒有圖像， 「他就蹲守拍賣目錄，要第一時間掌握
拍賣信息，看到有立即去拍。」 王世忠說， 「如果這張
郵票的起拍價是100元起，他就先出個最高價來個1000
元，以防被其他人搶走。父親就是要志在必得。」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父親在老家蘇州買了
房後，就開始把收藏的郵刊、郵票從水路寄到蘇州。一
寄二十多年，一個郵包都沒丟過，蘇州郵局都認識我們
家人了。」 王岳忠強調， 「父親始終認為，他花費半生
心血收藏的郵票、郵刊，都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證與文
化傳承，一定要留在故鄉故土。」

今年3月，王岳忠與凌子婷夫婦專程從台北來蘇
州，與大公報記者當面商量捐贈事宜，鄭重託付《大公
報》幫助聯繫受贈方。

為既確保歷史郵品得到專業保護，又能充分發揮其

歷史教育與文化傳播價值，大公報記者經過
多方聯繫、綜合評估，最終選定南京中山
陵園管理局作為受贈方。

5月6日，6大箱郵刊從台北寄往南
京；5月中旬，王岳忠與王世忠兄弟倆專
門到蘇州，將逾千冊郵刊分類、做目錄、

打包裝箱。5月26日，81箱郵刊、郵票從蘇
州運抵南京。

南京：視若珍寶 擬建專館展陳
中山陵園管理局為南京市人民政府直屬正局級事業

單位，對接接收郵刊、郵票的孫中山紀念館是海峽兩岸
交流基地。

「每一枚郵票都是國家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的縮
影，如今更成為連接兩岸的情感紐帶。」 中山陵園管理
局局長、黨組書記汪東明，在恆溫恆濕的文物庫房仔細
端詳了王懷璞捐贈的郵票、郵刊後誠懇地表示，這些歷
史郵品是學術研究的一手資料，被該局視若珍寶，他們
將聯繫南京郵電大學等專業學術機構及郵政行業部門，
組織專家力量對這批歷史郵票與郵刊的設計、歷史、文化
和藝術價值進行課題研究；對不同歷史時期的郵品、特
別是對抗戰時期的郵票、郵刊、郵路等展開綜合性研究。

「我們初步計劃，在中山陵景區範圍內尋找合適的
展陳空間，以專館展陳，並開闢中小學學生研學課堂，
讓學生們透過方寸郵票與歷史郵刊，了解國家和地區的
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

「孫中山紀念館已經成立課題組，一定會善待這批
珍貴的郵票、郵刊、郵冊，定會研究好、展示好、利用
好，讓它們發揮更大的價值。」 中山陵園管理局副局長
廖錦漢表示。

經過大公報記者先後3個月的奔走，台灣百歲收藏家王懷璞花費近半世紀心血收藏的逾千冊歷
史郵刊郵票，最終確定受贈方為南京市中山陵園管理局，由其下轄孫中山紀念館對接。

「爸爸說，郵刊、郵票在哪兒，家就在哪兒。」6月2日，剛從南京飛回台北的王懷璞長
子王岳忠、長媳凌子婷，特別轉達其父親對《大公報》助力的感謝。凌子婷說， 「我們
給父親看了郵刊、郵票藏品存放於南京的庫房視頻，有防火、有溫控，且南京懂得藏品
的價值。以這樣方式葉落歸根，父親總算安心了。」

大公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大公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道：日
前，台灣百歲收藏家王懷璞的長媳凌子婷攜
帶滿滿一本王懷璞收藏的抗戰時期郵票從台
北直飛南京。

王懷璞的藏品以八年抗戰時期的郵票與
郵刊最為珍貴，其中有大量抗戰時期發行的
以孫中山像為主圖的郵票。抗日戰爭時期，
孫中山的革命精神成為全民族抗擊侵略、捍
衛尊嚴的重要精神支柱。大量發行的孫中山
圖像郵票，以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和廣泛的
社會影響力，成為詮釋和傳承孫中山精神的
重要載體。

「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畢生都
在探索實現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
的道路，他於1894年第一個響亮喊出 『振興
中華』 ，並畢生為之奮鬥。抗戰時期，孫中
山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 凌子婷翻開郵
冊，向廖錦漢介紹抗戰時期大量發行的孫中
山圖像郵票的歷史背景。

「孫中山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他為人
民、為民族、為人類建立了豐功偉績，而且
因為他在艱苦磨礪中鑄就了堅強意志和高尚
人格。其圖像在抗戰中無時不與國人常相左
右。」 凌子婷介紹道，抗戰八年之中，中國

貼寄信件的郵票百分八十以上都是以
孫中山像為主圖。

「抗戰期間，中國民眾在極端艱
苦困難的條件下，不畏強敵，不怕犧
牲，戰勝強敵。中華郵政也克服困
難，堅持發行孫中山圖像郵票，孫中
山的形象凝聚着民族力量並成為中華
民族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的象徵。」 凌
子婷說。 「這些郵票在抗戰期間，隨
時與民眾接近，讓大家在與親友通信
中，看到孫中山先生尊容，作為奮戰
不懈的精神依託。」

收藏大量抗戰時期郵票 傳承孫中山精神

▲台灣光復後郵票發行多以孫中山圖像為主圖。這是
台灣收藏家王懷璞收藏的珍貴郵票。

《《大公報大公報》》助台百歲收藏家圓夢助台百歲收藏家圓夢
逾千冊珍貴郵品捐南京逾千冊珍貴郵品捐南京

▲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汪東明（左三）、中山陵園管理局副局長廖錦漢
（左一）日前接受台灣收藏家王懷璞委託長子王岳忠（右二）、長媳凌子婷（右一）、次
子王世忠（左二）捐贈的郵刊、郵票。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免費遊泰」被賣到緬甸

▲台灣近年頻爆重大詐騙案件。圖為警方在桃園機場提醒旅客以防受騙。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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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息縱容騙徒 民進黨當局埋禍根
【大公報訊】據台媒報道：近年，在台

灣詐騙集團和柬埔寨犯罪團夥共同策劃下，許
多台灣民眾被 「高薪聘請，吃住全包」 的幌子
吸引前往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工作。當台灣民
眾抵達當地後便立即被犯罪團夥控制，交出身
份文件和手機，運往不同地方。犯罪分子不但
限制人身自由，還威脅從事詐騙活動，若詐騙
「績效不好」 ，還會被迫運送毒品。一旦被害
人稍有不從，就會被暴力相向。

對於這些台灣民眾是被誰所騙？台灣輿
論指出， 「台灣人騙台灣人」 ， 「老鄉老鄉，
背後一槍」 。

最猖狂的時候在2022年，台灣地區爆出
重大詐騙案件，警方稱當時數月內就有多達

5000名台灣民眾被以 「高薪工作」 為誘餌騙
到柬埔寨後，遭受囚禁、凌虐。

有專家表示，眾多台灣民眾被詐騙受困
「魔窟」 ，民進黨當局難辭其咎。以往當有台
灣省籍的詐騙嫌犯被遣返大陸受審時，竟然有
「台獨」 分子極力煽動反陸民粹，叫囂 「派
F-16到大陸救人」 。而當有台灣省籍的詐騙
嫌犯被送回台灣時，島內有關部門大多對其輕
判，甚至曾以所謂 「證據不足」 等藉口，在機
場直接放人！如今，台灣省籍的詐騙嫌犯更加
猖獗。對此惡果，那些為詐騙嫌犯開脫，甚至
對其輕判、縱放的始作俑者──尤其是民進黨
當局和各色 「台獨」 分子─豈能脫得了干
係？

台旅行團8人墜電騙魔窟掃一掃有片睇

台中市近日發生一起涉及跨境人口販賣和詐騙犯罪的
惡性事件。該市一個8人旅行團因輕信「免費招待泰國遊」
的虛假宣傳，在抵達泰國後整團被轉賣
至緬甸詐騙園區。其中3名年紀較大的婦
女不擅長使用電子產品，每人交付新台
幣30萬至65萬元贖金（逾7.8萬港元）已返
台，另外5名年輕人被轉賣至詐騙團夥控
制區域，目前生死未卜。

3女士付贖金逃生 5人生死未卜
【大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台媒報道：台中市8人因參加 「泰

國免費旅遊團」 ，被詐騙集團賣至緬甸電信詐騙園區，其中3名年
齡較大的女性支付贖金後返台，並宣稱剩餘5人 「生死未卜」 。

「免費」「高薪」皆是陷阱
據脫困的3人指，去年10月詐騙集團以 「免費泰國遊」 ，誘騙

她們加入 「旅遊團」 。抵達泰國下飛機後，她們即被沒收護照，並
由武裝分子送至緬甸。

詐騙集團經篩選後，認為3名女性年紀較大，無法從事電信詐
騙工作，直接向其家人勒索贖金，每人至少30萬元新台幣。另外5
人被轉賣至電詐園區，目前音訊全無，生死未卜。據台媒報道，5
名年輕人被迫進入詐騙集團的核心機構，每天假冒虛擬幣投資專
家，進行話術誘騙外國人，甚至須演出 「視訊戀人」 騙局。所有手
機均由詐團統一保管，防止定位與聯繫。一名男子偷偷用詐團配發
的手機聯絡台灣女友，被發現後遭痛毆，最後遭囚禁於 「小黑屋」
內從此失聯。

脫困者透露，詐騙集團將她們囚禁起來，有專人看守，不斷打
罵、恐嚇；其實，當時登機前，在桃園機場就被要求拍照上傳至網
絡，應該是詐騙集團在確認她們 「已經被賣掉了」 。脫困者還哽咽
表示： 「我想跟大家說，只要還沒登機，就還有機會逃。」 她懇求
台灣民眾要提高警覺，不要被 「免費旅遊」 「高薪工作」 騙局所迷
惑，並呼籲台當局正視人蛇集團以旅遊名義販賣人口的問題，應加
強跨境合作與出入境警示機制，防止更多人誤入陷阱。

地獄經歷可怕又無助
其中一名脫困者沈姓婦人3日出面描述遭騙的過程， 「很可怕

的經歷、覺得無助、沒有人要救我！」 她表示，自己當初是聽信朋
友到泰國開銀行賬戶就可以賺5萬元佣金，免機票又包吃包住，但
去年12月4日一落地後就被送到緬甸，在拘禁第3天就被強迫進行
詐騙工作，其中2名婦人打電話回台求救，後來家屬分別交40萬到
65萬的贖金，才把人救回來。

沈姓婦人表示，詐騙集團把她們的手機、護照、鑰匙全都沒
收，除非是要打電話籌贖金，否則無法跟外界聯絡。她回憶道，陳
姓婦人先湊到40萬元，之後在12月19日離開；胡姓婦人湊齊65萬
元，在12月31日離開。但她因為沒有錢，之後是在台灣方面的營
救下在今年3月才回到台灣。她說，緬甸詐騙園的生活品質很差，
她們一天只有一餐，白飯配上菜葉，目的只是為了讓她們活着，維
持 「可以賣人的狀態」 。回想這段宛如在地獄的經歷，讓她感到可
怕又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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