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宮作為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重要承載
者，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匯聚地，也是多

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見證。江西文化底蘊深
厚，文脈綿長，與故宮的文化淵源由來已久。早
在明清600年間，江西景德鎮御窯瓷器燒造技藝、
品類不斷推陳出新，精品佳器源源不斷運入故
宮；故宮宏偉莊重、大氣恢宏的建築之美，同樣
來自於江西建築世家「樣式雷」等。

內地第二個「故宮廳」
此次設廳是故宮博物院繼新疆之後，在內地開

啟合作的第二個專屬展廳，實現故宮精品文物與
展覽入贛常態化，讓贛地寶藏與故宮經典多維度
持續「對話」，以創新方式和現代表達，讓中華
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煥發活力。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2025年恰逢故宮

博物院成立100周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故宮博
物院願與江西省文博同仁一道，以「共建、共
享、共進」為宗旨，繼續深化合作，推動資源互
補，共同守護和傳承中華文脈，不斷推動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江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长盧小青表示，近些年

來，江西與故宮博物院交流交往越發密切，在景德
鎮陶瓷文創展覽、海昏侯墓出土文物修復等領域深
化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這次「故宮廳」入駐
「贛地寶盒」，開啟了雙方交流合作的嶄新篇章。
期待與故宮博物院及社會各界在更多領域開展深度
交流合作，匯聚各方資源力量，共同推動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創造性保護、創新性發展。

西風東漸的宮廷琺瑯
王旭東說，琺瑯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

舶來工藝品種。因其具有黃金的華貴、
寶石的艷麗等特質，受到明清帝王的喜
愛，被大量製作充實宮廷。故宮博物院
是世界上收藏中國琺瑯器最多、最全的
文博機構，共收藏明清皇家御用琺瑯器
達六千餘件，涵蓋了宮廷日用、陳設、
宗教、典章等多方面用途。本次展覽共
精選其中的 74 件/套精品，以工藝種

類分為掐絲琺瑯和畫琺瑯兩大部分，通過時間線
索串聯，為觀眾展示其時代特徵以及在宮廷內的
使用場景。
江西省文化和旅遊廳廳長梅亦介紹今次展品有
三大特色：時間跨度完整，涵蓋元、明、清三朝
琺瑯器的各個發展高峰；品類豐富齊全，小到鼻
煙壺、碗盤、文房等日用器，大到屏風、寶座等
傢具，展示琺瑯器在宮廷生活中的多種功用；展
品等級高，展出文物共74件/套，其中一、二級文
物72件，達到97%，觀眾可以盡覽宮廷珍貴琺瑯
器的璀璨風采。
展覽特闢元明時期的琺瑯器展區，展品精品眾
多，存世量稀少，都是難得一見的珍品。來自元代
的掐絲琺瑯纏枝蓮紋鼎式爐，為仿古鼎式。其口沿
下墨綠色琺瑯釉地飾白色菊花紋。腹部施淺藍色琺
瑯釉，飾纏枝蓮六朵。底為藍釉地飾纏枝菊花紋，
雙耳及柱足飾梅、菊等花卉，釉色艷麗，晶瑩細
潤，具有元代釉色特徵。琺瑯器的發展巔峰——乾
隆朝琺瑯器是此次展覽的重點，掐絲琺瑯、畫琺瑯
精品均有展出，尤其是在展廳內還原了一套清宮正
殿的琺瑯器傢具使用場景。記者在現場看到，一款
琺瑯甪端的頭部與身體有活栓相連，闊口大張，用
於出煙；腹部中空，可以燃燒香料；四足踩於盤蛇
之上，通體掐絲琺瑯為飾，頭部內側後方有雙線陰
刻「大明萬曆年造」款。
在今次首展後，2025年「故宮廳」還將持續上

新，計劃推出「茶．世界——故宮茶文化展」
「山谷雅集——黃庭堅誕辰980周年特展」等多個
具有濃厚江西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展，為觀眾朋友
們帶來持續不斷的視覺享受和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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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郵票——蹁躚起舞的方寸
在花間蹁躚起舞的蝴蝶被人們稱
為「花間的精靈」「風中的仙
使」，蝴蝶以其美麗的外形、迷人
的色彩、妙曼的舞姿和眾多的品類

俘獲了所有人的目光。

外國蝴蝶郵票曾使我癡迷
少年時，我曾經迷戀過一陣蝴蝶郵票，只為它
們委實漂亮。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上
很多國家都在發行蝴蝶圖案的郵票，尤其是東歐
國家，而且各具特色。我記得大約是1959年，匈
牙利首先發行了7枚蝴蝶郵票，色彩極其鮮麗，
票幅也大，蓋銷票一套才3角多錢（人民幣，
下同），我在東華門集郵公司門市部裏買下它，
平時欣賞時，常為它的美麗所感嘆。隨後，羅馬
尼亞1960年發行了6枚蝴蝶郵票，其中有2枚是
三角形的，1枚是正菱形的，也頗有過人之處。
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發行9枚蝴蝶郵票，也給我
留下極深印象：捷克郵票是用雕刻版印製的，畫
面上蝴蝶似乎是一筆畫下的，線條輕靈而繁複，
有點怪怪的感覺。從1961年到1964年間發行蝴蝶
票的國家還有波蘭、朝鮮、聯邦德國、保加利
亞、阿爾巴尼亞、聖馬力諾、民主德國、南斯拉
夫和非洲的幾個國家。集郵公司有蝴蝶蓋銷票賣
的我都買了，當然沒有賣的就很難收集到了。望
着這一片色彩斑斕的蝴蝶郵票，心想，我國如果
也能發行蝴蝶題材的郵票該多好哇！

我國發行蝴蝶郵票
果不其然，從1963年第4期《集郵》雜誌上見
到了我國將發行的蝴蝶郵票圖樣，是20枚一套的
大套郵票，這在當時所有發行的蝴蝶郵票中是首
屈一指的。當我趕到集郵公司去買特56《蝴蝶》
郵票時，才知道4月5日只發行了1-5以及16-20
共10枚，也就是半套票，半套票也買！後半套是
7月15日才發行的，這才配成完璧。

我國發行的《蝴蝶》郵票真不負眾望，出脫得
格外俏麗。由劉碩仁先生設計的這套《蝴蝶》郵
票。採取寫實手法，把形態、色彩各不相同的蝴
蝶形象作了逼真的描繪，同時又把代表它們各自
主要產地和生活習性的高山、瀑布、草木、藍天
白雲的剪影作為襯景，使蝴蝶飛舞在自然之中，
蹁躚在天地之間，生動鮮活，毫不呆板。每一枚
郵票畫面上的蝴蝶是姿態各異的，但如若將這20
枚郵票一字排開，則會呈現一條波浪形的曲線，
這些蝴蝶彷彿有秩序、有規則地上下翻飛，極富
韻律感。劉碩仁先生筆下的《蝴蝶》郵票不和任
何其他國家的蝴蝶郵票雷同，充盈着鮮明的民族
風格，它不僅是劉先生郵票設計中的得意之作，
也是新中國郵票的代表作品，是至今很難企及的
郵票巔峰藝術作品之一。隨後，《蝴蝶》郵票不
出意外地被集郵愛好者評為建國30年最佳郵票之
一。

鱗翅目昆蟲中的驕子
蝴蝶郵票之所以被人們青睞，主要是由於蝴蝶

本身的形態奇麗、色彩繽紛，彷彿是大自然的精
靈、造物主的傑作。蝴蝶與蛾在動物分類學中被
稱為鱗翅目昆蟲，它們因四翅上披着成千上萬枚
瓦狀重疊的小鱗片而得名，這些鱗片往往十分鮮
艷，組成了蝶蛾身上醒目而美麗的圖案花紋。已
經發現的鱗翅目昆蟲約有170,000 種之多，其中
約十分之一是蝶類。蝶類通常是身軀瘦長而翅型
闊大，觸角呈錘狀。而蛾類通常是身軀粗壯而翅
型大多狹小，觸角呈羽狀、櫛狀或鞭狀等。蛾類
的活動主要在黃昏或夜間，停歇時四翅左右展開
或疊在腹上。蝶類則主要在白天飛翔，停歇時通
常四翅合攏豎立在背上。蛾類一般色彩簡單，只
有少數種類色彩華美，而蝶類則色彩多樣，大多
可供觀賞，所以郵票上的蝶類遠遠多於蛾類。
我國是世界上蝶類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約

有1,300種之多，以雲南、海南島、台灣產蝶最

多，我國蝴蝶郵票所選取的20種蝴蝶，大多是我
國獨有品種或常見的美麗品種。如西藏藍粉蝶生
活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上，個體數量較少，
飛翔迅速，很難捕獲。海南紫喙蝶是1960年首次
捕獲的新發現種類。金斑喙鳳蝶是我國稀有的珍
罕品種，僅產於我國廣東的龍頭山和福建的武夷
山區，它通體由黃橙色的脈紋交錯其間，尾突上
帶有細長飄帶，非常漂亮，記載上只捕獲過4
隻，製成的標本都保存在外國的博物館裏，設計
這套《蝴蝶》郵票，只好藉助外國的資料。
後來在1984年8月，中國東方標本公司採集
隊終於在武夷山又捕獲到一隻，標本存放於
北京自然博物館裏，填補了這一空白。

蛾蝶郵票發行眾多
由於蝴蝶的形象美觀，世界各國都爭相發

行蝴蝶郵票。據王蔭長、張巍巍編著的《郵
票圖說昆蟲世界》書中介紹：到20世紀80
年代末，世界已經發行蛾蝶類郵票 3,173
枚，其中蝶類2,698枚、蛾類475枚。到21
世紀初，發行蛾蝶類郵票的國家與地區近
300個，若准將專題郵票統計在內，則總數
已近萬枚。
現代世界各國發行的蝴蝶郵票更加豐富多

彩，除了正常的矩形郵票外，一些蝴蝶郵票
的形狀有三角形的、菱形的，甚至還有蝴蝶
形狀的郵票和小型張。波蘭在1991年為國
際郵展發行的小型張，中心圖案是全息圖的
蝴蝶，當在不同的角度觀看時，給人以蝴蝶
搧動翅膀的感覺。圭亞那等國還發行過金箔
材質的蝴蝶郵票。

《蝴蝶》郵票值多少錢？
我國1963年發行的《蝴蝶》郵票，全套

20枚，面值為2.52元，發行時蓋銷票為每
套 0.88 元，新票過一段時間後售缺。到
1979年中國郵票公司恢復營業時，蓋銷票
售價是1.76元，漲了一倍，那時我還買了幾
套送人。到 1980 年老紀特郵票大幅調價

時，《蝴蝶》郵票全套新票調到21.60元，全套蓋
銷票則升到8.64元了。1988年調至新票60元、蓋
銷票 42元。1993年北京郵品拍賣會《蝴蝶》四
方連成交價3,000元，1997年中國郵票總公司的
結算價1,300元，目前市場價每套大致為5,000元
左右，品相上佳的可達萬元，這也從一個側面體
現了《蝴蝶》郵票受歡迎的程度。

●文：林軒（原《郵政周報》副總編、
《集郵博覽》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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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郵票（1963）

《御瓷歸來》展覽圖錄出版
2024年初，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江西省文化

和旅遊廳重磅推出了「御瓷歸來」主題特展，
實現600年間明清經典御瓷代表作首次「成體
系、大規模」回歸故里。「御瓷歸來」一經推
出便火爆出圈，成為江西省博物館首個突破百
萬觀眾的現象級展覽。
活動當日，由故宮博物院與江西省文化和旅

遊廳聯合主編、江西省博物館編著的《御瓷歸
來》展覽圖錄正式出版，為這段深厚的「文化
之緣」續寫承上啟下的關鍵註腳。

江
西
「
故
宮
廳
」
揭
牌

贛
京
聯
動

上月，江西省博物館內迎來了一場文

化盛事——由省文化和旅遊廳與北京故

宮博物院聯手打造的「故宮廳」正式揭

牌亮相。首展「瑞彩熠熠——故宮博物

院藏宮廷琺瑯器精品展」同步開幕，為

觀眾獻上了一場視覺與文化的雙重盛

宴，也標誌着江西與故宮博物院戰略合

作的新篇章正式開啟。此次「故宮廳」

的設立，是故宮博物院繼新疆之後的內

地第二個專屬展廳，旨在將故宮的精品

文物與展覽常態化引入江西，讓贛地的

文化瑰寶與故宮的經典藏品在多維度上

進行深度對話，共同講述中華文明的璀

璨故事。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慧 江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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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掐絲琺瑯錦紋長頸瓶

●「御瓷歸來」展覽現場

●啟動儀式現場 ●掐絲琺瑯甪端

●掐絲琺瑯夔龍花卉紋瓜式蓋
罐

●掐絲琺瑯海水龍紋筆架

●「瑞彩熠熠——故宮博物院藏宮廷琺瑯器精品展」展覽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