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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上的端午文化邮票上的端午文化
□ 钱国宏

中国邮政在 1953
年发行了屈原特种纪

念邮票，这款邮票面值

800元（人民币旧币），

主图为屈原头像。此

票文化价值极高，因为

发行年代久远、数量有

限，如今已经是一票难

求。

1975年7月31日，香港发行《香港节日》

邮票，其中“端午节”一枚的图案为七巧板拼

成的龙舟。整幅图以绿色为主基调，中部为

三艘七巧板图案的龙舟，两侧船桨纵列，正

在进行竞渡。下部横向用中英两种文字书

写“香港壹圆”。左下角竖写 3个黑体大字：

“端午节”。

1967年端午节，台湾发行了一套《中国

诗人》邮票。邮票全套 4枚，分别是先秦大

诗人屈原、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

易。票面上，4位诗人面容端庄，透着中国

文人特有的儒雅与安祥。

2001年6月25日的端午节，国家邮政局

发行了《2001-10<端午节>》特种邮票一套，

这是大陆地区迄今为止惟一一套全面反映

端午习俗的邮票。全套邮票共 3枚，邮票设

计者借鉴民间木版年画的明快色调与均衡

构图，采用装饰化的图案，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赛龙舟”“包粽子”“避五毒”等端午节最

重要的民间习俗活动。第一枚邮票为“赛龙

舟”，面值 80分。票面上，两只龙舟上插“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彩旗，争先恐后，一决高

下，可谓“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

微。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向

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第二枚

邮票为“包粽子”，面值为 80分。票面主图

为用各种吉祥饰物装饰起来的粽子，五颜

六色，充满吉祥。旁边衬以代表如意的中

国结、代表福气的蝙蝠和代表长寿的长命

锁。全图给人以节日的吉祥气息。第三

枚邮票为“避五毒”，面值为 2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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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人物
王自治(1889-1965)，字立轩，甘肃省正宁县宫河镇

人。上学期间，接触到新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

盟会，开展反抗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1917年 10月，王自治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1919年，他和同学许德珩、张国焘、易克嶷、邓中夏、罗

章龙、段锡朋、高君宇等领导、组织爱国学生参加了“五

四运动”。当日，学生集会游行，痛打亲日派、段祺瑞执

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后又放火焚烧了曹汝霖的住宅，

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王

自治和另外 31名学生代表被捕。学生被捕入狱，激起

举国民众义愤，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压力下，5月7日，段

祺瑞执政府释放了王自治等被捕学生。出狱后，王自

治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

王自治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期间，组织北京中

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展了挽留因“五四运动”引咎辞职的

蔡元培的罢课运动、爱国讲演活动、抵制日货运动。6
月，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国人继续

坚持斗争，拒绝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事后，王自治

和甘肃籍同学邓春膏、王和生等为家乡写信、寄传单，

向甘肃人民介绍“五四运动”情况，使“五四运动”的影

响扩大到甘肃。

1920年 1月，王自治等旅京甘肃部分学生在新文

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希望以自己的力量改

变家乡的落后面貌。3月 14日，在北京大学召开首次

会议，决定成立新陇杂志社，出版《新陇》杂志，经费先

由社员分担，后向社会各界募捐。王自治被推选为编

辑部主任。4月 4日，又在北大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

论通过杂志的宗旨和投稿简章。

1920年5月20日，《新陇》杂志首期出版发行，辟有

论著、调查、选录、大事记、通讯、杂俎等六个专栏，不仅

刊登诗歌、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也刊登科学小品，尤

其对甘肃的教育问题，更为关注。王自治在发刊词中

写道:“回顾吾陇，暮气沉沉，大梦未醒。政治之腐败无

论矣，社会之污浊无论矣。乃考查教育，亦无教育之可

言。虽有零星学校，无异十年前之私塾书院。其课程

则犹重经史，轻视科学，以为修齐治平之道，在彼而不

在此也。宜乎其人多失学，文化远逊中原。呜呼！人

则一日千里，我犹故步自封；人则采摘精华，我犹株守

旧物。律以适者生存之理，将见文野之分，更判然矣。

同人等睹此情况，心焉忧之。于是集合同志，发刊杂

志，名曰：《新陇》。藉课余之暇，勉尽棉薄，其庶几乎有

补于万一也。”随后，王自治又在《新陇》第二期发表《甘

肃教育闭塞的原因及促进方法》一文，提出甘肃教育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新陇》杂志成为北大学子向甘肃输送先进文化

的窗口，转载《新青年》《新教育》《建设》等杂志上的

文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了一大批甘肃青年

纷纷外出求学，追求真理。《新陇》一经问世，就受到

广大读者，特别是甘肃青年学生的欢迎和喜爱，并纷

纷来信、投稿，在这片新开拓的园地上投笔撰文，发

表自己的见解。《新陇》初定为月刊，16 开本，规定 5
期为 1 卷，每期约 40 多页。每年除学校暑假期间临

时停刊外，一般每月出刊 1 期。为方便甘肃民众的

订阅，分别在兰州、平凉、武威、天水、陇西、临洮、酒

泉等地设立代办处。

1920 年 8 月，王自治从北京大学毕业，参加了新

兴国会议员的竞选活动，被选举为新兴国会议员，但

是由于直皖战争的爆发，新兴国会也未能召开。后回

到兰州，担任省立兰州一中数学教员、兰州农业学校

教务主任、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1922年后，王自治

辞去《新陇》杂志编辑部主任之职。

《新陇》杂志虽然后来被迫停刊，但它对传播新文

化，扩大“五四运动”影响，推动甘肃历史进步，都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早期组织的建

立，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甘肃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中共邠宁支部的创始人王孝锡，就是在“五四运

动”的洗礼和《新陇》等进步期刊的影响下，逐步接受

新思想、新文化，最后成为陇东地区最早的革命创始

人，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

1925 年 8 月，王自治被选举为国民代表会议代

表，赴南京开会。因国民党元老、陕西省政府主席于

右任的推荐，1927年任泾阳县县长。任间，当地驻军

向县政府屡加粮饷，王自治因不愿增加百姓负担，愤

而辞职。泾阳人感其恩德，称其“王青天”，为之立功

德碑。1928 年至 1934 年，他先后任省建设厅第四科

科长、南京赈务会水灾难民收容所主任、上海难民收

容所主任、平凉中学校长。

1936年西安事变后，王自治率众积极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支持张、杨兵谏主张。12月 16日，平凉各界

和县府在广场举行抗日动员大会，参加者大部分是学

生和公务人员，推选王自治担任大会主席，在会上除

了一致拥护“八项主张”外，并由政治宣传队作了宣传

演说，分析了当时形势以及反对蒋介石“内战”“投降”

政策的必要性，通过这次大会，让群众中对“双十二”

事变的真相有了进一步的明确认识，群众要求抗日的

情绪更加高涨。

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驻防正宁县，王

自治和同乡张月桂、李天锋等为红军筹集军粮数千

石。1937年 7月，王自治任《陇东日报》社经理。抗战

爆发后，沦陷区大批难民逃至兰州，王自治任难民收

容所主任，组织难民安家落户，积极抚恤，生产自救。

1938 年 8 月至 1941 年 3 月，王自治任甘肃学院（兰州

大学前身）院长，后任省政府水利专员、省水利局副局

长。1948年 7月，在同乡赵元贞创办的兰州私立志果

中学担任教务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王自治继续任兰州志果中学（今兰

州市第二中学前身）教导主任。1952年 10月，任甘肃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3年8月，经李翰园、邓春膏介

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54年元月，

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时因馆长杨巨川年事已

高，馆中诸事繁忙，许多都是从头摸索，大政方针经馆

长会议决定后，统由他负责组织具体实施，事事都井井

有条，工作很快步入正规。后又组织馆员撰写亲历、亲

闻、亲见史料数十本及大量的诗词创作、书法绘画、金

石篆刻等作品。他自己也撰有《双十二事变在甘肃》

《1926年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反冯战争》等文史资料。

1955 年元月，王自治任甘肃省政协委员。1965
年，因病逝世，享年 75岁。

从早期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

成立，王自治始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

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心怀家乡，忧国忧民，用自己的青

春点燃了甘肃青年自我觉醒的意识，用一颗赤诚之心

诠释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肝胆相照、

同舟共济。

周恩来与马寅初的友谊，要从 1938年

说起。

1938年，马寅初从江西庐山举家搬迁

到重庆。面对当时贪官污吏乘机大发国

难财的状况，马寅初向立法院提出了为筹

措抗战经费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主张，以支

持抗战。1939 年 5 月，周恩来和王若飞在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会见了时任重庆大学

商学院院长兼教授的马寅初。周恩来对

马寅初提出的为抗战征收临时财产税的

主张十分支持。这在后来不同场合以及

文章中马寅初曾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

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

产党，走向革命了。”马寅初被蒋介石幽禁

后，周恩来多方奔走全力营救。并于 1941
年 3月 30日马寅初六十大寿这天，组织了

一次声势浩大的祝寿活动。当天早上，周

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送来了一幅巨大的

对联以示声援。对联曰：桃李增华，坐帐

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这既是对马

寅初教育成就的最大肯定，也是对国民党

当局的无情揭露。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1942 年 8
月，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不

得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在经济上断其生

路。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马寅初是

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

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

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在《新

华日报》上发表出来，并给予最高标准的

稿酬，让马寅初终生难忘。新中国成立

后，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一提起周恩来，马

寅初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周总理是我的

恩人，是我的好朋友。”

195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了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文

章发表后，遭到康生等人的指责，并煽动

北大师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

动。许多人劝马寅初放弃观点，写个检讨

了事，但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

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

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

‘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

难而进……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

至自己的宝贵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

切后果。”

1959 年夏，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

央找马寅初谈话，希望他进行检讨。马寅

初却坚持自己是对的，拒绝检讨。拒绝周

恩来后，马寅初觉得有所歉疚，便以《重申

我的请求》为题撰文，发表在《新建设》杂

志上发表，文中说：“我要对一位好朋友表

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

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 1949 年自香

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电招而来。这些都

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

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

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

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

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

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

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初，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

职务后，周恩来出面，将他安排到北京市

政协东城区小组。

1972 年，九十岁高龄的马寅初病重。

马寅初的夫人为此请示国务院，周恩来

说，应该尊重家属的意见，并让医院以后

向他本人汇报诊治情况。之后，卫生部专

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

经过两次手术，马寅初转危为安。病愈

后，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

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 1942年，一次是

1972年。”

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

不语。他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去北京医院

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当见到周恩

来的遗体时，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鞠

躬行礼。随后，他坐着轮椅，随着吊唁的

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工作

人员只能让马老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

厅后，他坚持要子女扶着他回来，向周恩

来的遗体再次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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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大家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汽车拖到修理厂。技师查出大

小毛病二十多处。关键是引擎坏

了。引擎是发动机的关键，发动机则

是汽车的心脏。厂长闫少群说，由于

引擎坏掉要翻模铸造，最少需要 20
天。大家一听，全都傻眼了。

褒城是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县（解

放后并入勉县），当时正好处在日全

食带内。张钰哲双管齐下，一面请中

央研究院联系油矿局派车接应，一面

给修理厂的工人放有关日食的电

影。消息传出，县城百姓和百里外的

群众全都赶来，连放三天。工人们看

了电影，加班加点，不到七天就修好

了汽车。

8 月 3 日下午，观测队离开褒

城。出城不远，迎面驶来一辆汽车。

这正是油矿局派来接应他们的。观

测队员将观测设备搬到油矿局的汽

车上，经略阳进入甘肃地界。

甘肃的路况不比陕西境内好多

少。在崎岖的山道上他们跋涉了两

天，眼看快到天水了，突然发现天水

城上空烟尘缭绕，正当大家争论不定

的时候，突然从路边奔出一个青年，

手拿步枪，喝令大家不许前行，说前

面有日机空袭警报。大家立刻将汽

车停在树林底下，人员潜伏在密林深

处。两三个小时过后，日寇飞机才远

去。

离开天水，一路草木稀疏，黄土

裸露，队员们不免有些凄凉之感。直

到 8 月 7 日近午，发现左前方数百米

之外有一列蜿蜒苍翠的山峦，司机

说，这座山叫皋兰山，山下的城市就

是兰州城。

兰州是控驭西北的军事重镇，被

誉为“金城汤池”。抗战时期为国民

政府第八战区司令部和甘肃省政府

所在地。张钰哲和队友们首先来到

甘肃科学教育馆（即今甘肃省博物馆

的前身）。在这里，他们会见了科学

馆馆长、著名化学家袁翰青和刚从成

都飞抵兰州的高鲁先生。第二天观

测队拜会了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谷

正伦告诉观测队，接到中央研究院的

公函以后，省民政厅和教育厅立即严

令临洮县政府，认真做好观测队的接

待工作，请观测队放心。

1941 年 8 月 10 日，观测队翻过七

道梁，逆洮河南上，抵达临洮。从昆

明到临洮，历时 42 天，全程 3200 公里

的征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临洮，这座两千多年的古城，自

从公元前 280年秦昭王设置陇西郡以

来，一直为郡、路、州、军、府所在地，

始终以文化发达而著称。此时的临

洮正以崇尚现代科学的姿态，欢迎远

道而来的科学家。

张钰哲在《日全食观测报告》中

说:“临洮县府对于观测队的协助和

招待无微不至。”朱门县长为观测队

选择了最好的旅馆和酒店，每天派专

人送来饭菜，并派警察盘查过往人

员，防止汉奸特务破坏；西北步兵学

校送来一架手摇发电机和 10 匹军马

备用；能工巧匠赶制木架平台，供观

测队放置仪器。

观测队始料未及的是，在距兰

州 100 公里的临洮县城，每天还要

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据《中央日

报》报道，观测队在临洮的 40 天遇

到了 25 次空袭。亲历者陈宗妫回

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 8 月底，那

天三架轰炸机盘旋在我们上空，投

下 20 多枚炸弹。空袭过后，我第一

个跑出去，看到放置仪器的大箱子

安然无恙，心中的石头才落地。”

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和城内街市

声音嘈杂，张钰哲决定将观测点设在

城东一里的岳麓山泰山庙广场。随

着时间的临近，最让观测队担心的

是，在临洮的 40天里阴雨天气多达半

数，尤其是日期临近的七、八天不见

一丝太阳，张钰哲不得不将唯一的希

望寄托在飞机上，只有凌空观测。

正在兰州作日食讲解的中国天文

学会会长、日食观测委员会秘书长高

鲁，通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给重

庆发报，请当局派飞机支援日食观测。

在抗战最紧张的情况下，将作战

飞机用于观测日食，这未免太奢侈

了。据《环球飞行》主编王宁生介绍：

“1941 年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用于

作战的飞机只有 65 架。”北京天文馆

馆长朱进说：“按照一般的考虑，如果

真的遇到类似情况，这事儿肯定就取

消了。虽然说科学研究很重要，但是

再重要也不至于动军用飞机。”

（连载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