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60年代末，路廣鈞與老伴剛剛相識，因兩人
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只能靠書信相互聯絡感情。

開始，他想要將兩人之間往來信件保留下來，漸漸地
開始喜歡上信封上的郵票，而且通過郵票還能學到很
多知識。後來他把郵票剪下來，用水泡開再壓乾後保
存起來。「到了最後信都不知道放哪裏了，可是郵票
全都留了下來。」從那時起，每次聽說或者看到自己
心儀的郵票，路廣鈞都會想辦法收集。
眾多的郵票中，香港回歸紀念郵票是老人的心頭

好。1997年香港回歸前，路廣鈞就聽說要發行回歸紀念
郵票。當年也正是內地集郵熱的高潮期，在這樣特殊的
日子發行的郵票，而且在這套郵票中會首次發行一張金
箔小型張，路廣鈞早早地把這套郵票列上了收藏日程。

購買人群逼爆道路
路廣鈞清晰地記得，1997年6月30日傍晚吃過晚

飯，他就來到了位於哈爾濱市中心的南崗區郵政局門
前。原以為來得早不用擔心，等他到了現場，原本就
非常熱鬧的市中心，當時道路兩旁都擠滿人群，至少
有一兩千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家想能盡早買到郵
票，在行車道上還有很多警察維持秩序。

「現場有人為了買到這張金箔小型張，甚至出現了僱
人排隊的現象。」路廣鈞當時的工資只有二三百元（人
民幣，下同），為了買郵票他花多少錢都可以，但把錢
用來僱人排隊，說什麼也不會捨得。他記得，排隊其實
是要拿到一個郵局發的票，即「拿籌」，拿到這張票後
才可以去購買香港回歸紀念郵票。排隊過程中，有些人
站累了，就席地而坐，或者家中的幾個人輪着排。
一夜未眠，到了7月1日早上十點多，終於輪到路廣

鈞。當時他也不覺得睏，拿到「搶」了一宿的票後，直
接到郵局窗口買了紀念郵摺。郵摺包括了2張一組紀念郵
票以及普通版小型張一枚。心心念念的金箔小型張紀念
郵摺版發行價格為120元，路廣鈞也抓緊收入囊中。
「香港回歸這套金箔郵票，是中國第一次發行的金

箔郵票，而且面值50元，是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大面值
的郵票，意義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會變，這讓我
們感覺到中國越來越富強，確實是挺高興的一件
事。」路廣鈞說。

婉言謝絕高價收購
郵票到手後，路廣鈞並沒有馬上打道回府，又購買

了香港回歸主題首日封兩款，並通過郵局訂購了香港
當地的首日封及香港回歸前發行的最後一套郵票。正
當他和早上來看他的老伴準備高興回家時，突然發現
有一夥人一直跟着他們走了兩條街。他和老伴心裏正
想着這是一夥什麼人時，突然被這幾個人圍了起來，
一問才知，他們願意出五倍的價格購買路廣鈞剛剛到

手的香港回歸紀念郵票，但路廣鈞婉言謝絕了。「集
郵愛好者目的不是為了掙錢，當拿到這套郵票時確實
是特別興奮，所以說一直留到現在。」

通過集郵識港同好
現在很多年輕人對「集郵」一詞已經感到生疏了。
路廣鈞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過席捲全國
的集郵熱，成為幾代人的記憶，特別是通過集郵結交
了很多好朋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生
肖郵票在集郵界可以說是炙手可熱，香港人想買到內
地的生肖郵票還很不容易。香港一位集郵愛好者，請
朋友託路廣鈞幫忙購買內地的生肖郵票，二人便逐漸
有了書信往來，路廣鈞也逐漸對香港的郵票有了了
解，陸續收集了香港發行的生肖郵票、香港郵票年冊
等相關物品。
當時內地正要開辦股市。當得知路廣鈞生活不太富

裕還堅持集郵時，主業經商的這位香港友人就在信中
給了路廣鈞一些建議。「當時我很感激他，但我還是
靠工資集郵，因為把錢放在股票裏還是不踏實。在我
心裏股票的吸引力遠遠沒有郵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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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紅

參與香港特區區徽設計徵集獲最高級別獎

1997年7月1日清晨，河南鄭州黃河灘上人山人

海，鑼鼓喧天，喜氣洋洋，五星紅旗和紫荊花區旗

迎風招展，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燦爛的笑容。這

是河南省為慶祝香港回歸舉辦的「萬米長龍慶回

歸」活動，時任河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副院長的

肖紅也獲邀參加。在此前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區

旗區徽設計徵集評選中，肖紅的參選作品成為區徽部分最終頒授的6個最高級

別優秀獎作品之一。那一刻，肖紅心中的情感格外不同：「我特地捧起了一捧

黃河水，遙祝香港長興、紫荊花常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捧起黃河水 遙祝紫荊花
1994年7月15日，肖紅第一次

踏上香港這塊早已結緣的土地，
「飛機在香港上空盤旋降落時正是
晚上，整座城市霓虹閃爍，船影點
點，非常迷人。停機坪上停滿了很
多國家的飛機，足見香港這座國際
大都市的魅力。」
肖紅此行是受邀訪港，其間與香

港文化界知名人士、新華社香港分
社的工作人員、香港河大校友會的
校友以及香港商界的一些人士進行
交流，徵詢他們對香港區旗、區
徽的認識和理解。工作之餘，他
遊覽香港，感覺熟悉又陌生。他
說，熟悉的是銅鑼灣、旺角、灣
仔等等，因為在影視作品中常常
看到，身臨其境似有故地重遊之
感，但人們的語言、生活的節奏、
如潮的車流讓自己倍感陌生。
港九現代化工業建築給肖紅留

下了深刻印象，比肩而立，高聳
入雲。港九外圍的新市鎮也多由
20層以上的大廈組成，依山傍
海，蔚為壯觀。「這些大廈的裝
修非常考究，外部大多採用玻璃
幕牆，把繁華大街上的車水馬龍
和頭頂上的藍天麗日映照出來，
彷彿進入一個極其繁盛和快速變
幻的夢境。」
在香港期間，肖紅曾有無數個

瞬間想像回歸時的場景。「我相
信那一定是舉國歡騰、世界矚目
的慶典，那時的香港街頭該是什
麼樣的盛況？單是想像一下就讓
人心潮澎湃。」
此後，肖紅又數次來港。「每
次到了這片土地，都能感受到她
的容顏又靚麗了，又有了新的活
力、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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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集郵迷：
難忘回歸夜通宵排隊買郵票難忘回歸夜通宵排隊買郵票

「雖然我沒去過香港，但一直心馳神往，要知道，25年前，

我通宵未眠，就是為了集到郵局發行的香港回歸紀念郵

票。」今年75歲的黑龍江哈爾濱市集郵協會常務理事路廣鈞

拿出他珍藏多年的香港回歸時的紀念郵票、信

封。和很多集郵迷一樣，那一晚的通

宵排隊，是大家的集體回

憶 。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香港回歸紀念
郵票是路廣鈞的
心頭好。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海江 攝

「1987年5月，我看到公開徵集香港區旗、區徽設計方案的啟事。」這是肖紅和香港結緣
的開始。彼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
次全體會議決定在海內外公開徵集區旗、區徽設計圖
案，時間從1987年5月至1988年3月，並決定成立以時
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錢偉
長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馬臨為主任的香港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
決定參加區徽部分的徵集活動時，肖紅還未踏足過香
港。設計的靈感從哪來？肖紅說，是否去過香港，並不
影響自己對歷史厚重的感悟。「過去在地圖上看到香
港和澳門，後面總有個括號標明英佔、葡佔，以後
這個括號就要去掉了，這兩個地方要回歸祖國
了，我作為中國人，創作時怎麼可能會沒有激
情？」

設計靈感來源於「根」
反覆構思、翻資料、畫草圖，肖
紅說，自己的設計靈感來源於
「根」。「根是高等植物

的營養器官，也比喻
子孫後代，

是一個民族萬代不離其宗的一脈相承，也是一個人種在任
何環境條件下延續不絕的生命之源。」1990年5月，肖紅
接到了去北京領獎的通知。長達半年的徵集活動共收到
應徵作品7,147件，其中區旗圖案4,489件，區徽作品
2,685件。根據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和評選活動的
獎勵辦法，這一次的評審沒有評出一等獎，授予進入初選的
40名投稿人以「榮譽獎」，授予包括肖紅在內的12件進入
複選的作品應徵投稿人以優秀獎，成為實際上頒授的最高級
別獎項。
「所以我一直說，我不是香港區旗區徽設計者，而是

香港區旗、區徽設計徵集作品最高獎獲得者。」肖紅笑
着說，時常有人對此有誤解。事實上，最終版本的香港
區旗、區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時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區旗區徽評選委員會成員，香港美術家協會副主席
的韓秉華後來在訪問中就提到，因為進入複選的12件作
品均沒有能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投票
中獲得過半數，不能作為上報全國人大的圖案。評選委
員會在1989年的第五次會議決定，在7,000多幅應徵圖案
和評委會集體構思的基礎上，由何弢、文樓和韓秉華3位
香港評委集體修改出3套方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投票決定設計最終完成。「香港區旗區徽圖
案是關心祖國統一、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人士集體創
作，成果是屬於所有的參與者的。」
還是憑着對「根」的理解、對「根」的力量的借助，

三年後，肖紅設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

1993年評選時被評為唯一一等獎直接當選，區徽獲並列
二等獎（一等獎空缺）。在此基礎上，肖紅與另一位區
徽設計二等獎獲得者張磊合作，對獲獎區徽圖案設計進
行修改，最後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確定。

當年在河南參與慶回歸活動
和香港早早結下的這份情緣，讓肖紅格外地關注香港回

歸進程中的大小事。「實際上我在6月30日晚上已經在活
動舉辦地之一的二七廣場了，在那裏倒計時迎接香港回
歸。」肖紅說，為了迎接香港回歸，鄭州市政府提前一年
在廣場上豎起了一座高大的倒計時時鐘，當時的人們能與
倒計時時鐘合影留念是一件很時尚的事。「拍照排隊都得
排上十幾分鐘。」6月30日晚上排隊留影的人特別多，共
同等待着7月1日零時這一歷史時刻的到來。倒計時最後
10秒大家一起喊，整個廣場的聲音猶如山呼海嘯般。當倒
計時時鐘敲響的時候，現場很多人都流淚了，又激動又興
奮又心酸，香港回家太不容易了。
徹夜未眠的肖紅又繼續參加了7月1日當天的回歸活
動。「事實上『萬米長龍』的長度是1,997米，龍是中華
民族的象徵，舞龍舞獅是中國民間習俗，祈禱國家昌
盛、民族興旺。我們翻舞着長龍一路走到黃河邊，
20多公里的路沒有人喊累。」
那一天，他在黃河邊，為香港回歸寫下詩篇：
黃河香江一脈連，牡丹紫荊共歡顏。龍騰獅舞同
奮起，華夏兒女慶團圓。

◆1997年香港回歸紀念郵票——金箔小型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姓名：路廣鈞
年齡：75歲

1997年職業：工人掃碼睇片

◆1990年香港區旗區徽圖案評選頒獎儀式後，肖紅（左一）與其他獲獎者
合影留念。 受訪者供圖

姓名：肖紅
年齡：62歲

1997年職業：

河南大學藝術學
院教授、副院長

掃碼睇片

▶肖紅在電腦上
做設計工作。

受訪者供圖

▶肖紅曾數次來
港。圖為2000年，
肖紅在「永遠盛開的紫
荊花」雕塑前留影。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