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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9日，我们单位开运动
会，我不慎将右肱骨跌断，住进了烟台
山医院18楼的病房。接骨手术后正疼
得要命时，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让我
大喜过望：香港的哲夫先生和烟台的王
景文老哥要到病房来看望我！

王景文是我仰慕已久的烟台集邮
界“泰斗”：从小在龙口当过儿童团长
的他，是中国“胶东抗战邮政”最有发
言权的专家。他的相关藏品和文章在
全国屡屡获奖。就在运动会之前，我
通过烟台啤酒集团负责人曲继光先生
介绍，见到了王景文老先生，他对香港
的哲夫先生的推崇也让我对哲夫先生
心生仰慕之情。

2005年，我正给烟台啤酒写作在
《威海晚报》上连载的《烟台啤酒传
奇》，同烟台啤酒上上下下走得很近。
曲先生知道我和他一样对于烟台民俗
文化情有独钟，于是把自己书架上的
一本《烟台旧影》赠送给我。对于正在
系统撰写“烟台掌故”的我来说，那本
发布了弥多珍贵的老烟台照片的书简
直就是我的至爱！而对于编写这本书
的哲夫、景文两位“老烟台”，我也是钦
佩不已：浩浩史海中，能收集到主题集
中的那么多的“烟台老照片”，没有些
心思、没有些眼光、没有些毅力、没有
些财力，都是做不到的。

我非常喜欢《烟台旧影》中的那些

老照片，便想利用那些老照片“翻新”
一下：在原地址原角度再拍摄新照片，
然后配短文写些烟台的历史发展之
类。我把这个设想同王景文先生谈
了，他虽很感兴趣，但却说“要等哲夫
老哥定夺”。

王景文很尊重哲夫先生，“不光
因为他比我大几个月，我尊重他，也
因为那本书的资料也好、出版事宜也
好，大多都是老哥做主的。”王景文还
透露说，“你别光知道哲夫先生是香
港凌天出版社的老板，他还是中国集
邮界的名人呢——当年就是他发现
了‘中华邮政民国四珍之一’的‘纽约
版贰圆中心倒印邮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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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故人

一周后，我接到了哲夫先生从香港
寄来的厚厚的两个包裹。

于是，有了后来《烟台晚报》上我写
的那些《翻新烟台》系列文章，也有了那
本在全国第一次利用集邮文献形象宣
传当地文旅历史的书籍的初版、再版。
时任烟台邮政局局长郝风柱为这本书
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付世强经理联
系到了山东京广书友会的朋友宣传推
广。书尚未再版，就在全国集邮界引起
持续热情的“订阅高潮”：2013年11月
18日晚，我把《翻新烟台》的网络预订发
了出去。两分钟后就开始了“热潮涌
动”。海邮会纪墨会长说要代表海邮会
赞助，紧接着湖北的张频兄说代表聚缘
中国书画创作联谊会赞助；湖北恩施的
武开成兄实诚，说别人都是代表什么什
么会，那“我代表我自己助印”！遵义的
巩明说，《翻新烟台》在遵义受到了很多
当年“支援三线”的老烟台人的青睐，他
要多多预订此书，让更多在遵义的老烟
台人感受烟台的城市变化和深厚历史底
蕴——随后巩明就预付了部分书款。但
巩明没抢到“第一”：支付宝最短时间内
收到的第一笔书款是四川德阳的邮友倪
志成发来的……

感动之余，我从此发现了一个更广
阔的研究领域和写作新天地：那以后的
几年里，我陆续自费出版了数十本关于
集邮的个人专著。我也从此确立了自
己不同于做一线记者时的写作方向：更
加专一、深入、广泛地研究写作烟台历
史文化。那以后到现在，我也自费出版
了数十本烟台历史的研究心得，直到现
在成为烟台市文联、烟台市社科联的双
料“烟台讲师团”成员和烟台市民政局
特聘的“地名专家”，并每年在烟台做相
关讲座30余场。

烟台山医院18楼的病房里，两位
时年78岁的“烟台通”终于和我这个
不到半百的“年轻人”见面了。说起集
邮，我们有共同话题；说起办报纸杂
志，我们有共同话题；说起老烟台，我
们更有话题；说到生活和人生，我们更
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当时的烟台山医院骨科病房所在
的18楼，可以凭栏俯瞰窗外烟台山的
诸多景色。我便领着两位老人来到窗
边，指着窗外的老建筑群，开始了我的

“导游”解说：“眼前正在修复的是当时
意大利驻烟台的领事馆，再往西几排
那是当时挪威和芬兰领事馆的房子。
《烟台旧影》中几次提到的俄国邮局已
经改成克利顿旅馆了。那边，是你们
也很熟悉的美国的美孚洋行、德国的
盎斯洋行、中国的大清邮政局……”

曾经当过3年导游，又曾经专门

为烟台山撰写过长篇通讯《烟台山是
文化山》的我，对于眼前的景物自然是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听着我滔滔不
绝的介绍，哲夫先生激动起来，最后他
一把拉住我的手，对王景文老哥说：

“我们在烟台的事业终于可以后继有
人啦！”

哲夫先生说，虽然自己收集了很
多老照片，也给青岛、天津、厦门、武汉
等都出过类似《烟台旧影》的书，但那
毕竟都是历史，要想“翻新”就很难找
到合适的人来做了。他对于珍藏于手
头的老照片虽然很喜爱，但不少还是
不太熟悉。他说，如果放任它们束之
高阁，就太可惜了。现在，终于找到可
以薪火相传的人了。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给你授
权！你可以自由选用我们《烟台旧
影》中的所有老照片来写稿子！你和

《烟台晚报》这样热心为烟台做好事，
我回香港后再给你寄些烟台的老明
信片、老照片来，让你派上用场！”哲
夫先生斩钉截铁的话给了我一个“天
大的惊喜”。

后来我才知道：哲夫先生也做过
记者，除了家乡宁波，哲夫先生还给
上海、广州、大连、武汉等地捐赠过数
千件珍贵的明信片、邮品等资料和文
物。他总是说，希望“物归原主”，以
让当地人不要忘记中国近代史上那
段心酸屈辱的历史，让后人们砥砺奋
进。正因为他多年造福故里，宁波市
还专门授予了先生“宁波荣誉市民”的
称号。

但先生这样果断地向初次见面的
个人捐赠，我知道这对他来说还是第
一次。

我深感荣幸，也倍感责任重大。

说到这里，真得把这两个集邮界
的“泰斗”人物介绍一下了。

王景文，烟台集邮界的骄傲。他
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员，山东省
集邮协会理事、学术委员，解放区邮票
研究会研究员和中国收藏家协会会
员。他自幼喜好收藏研究，抗战末期
在胶东参加文教工作后，即开始收集
研究解放区邮品、报刊、票证和文物
资料，重点是解放区的，兼顾清朝、民
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80年后，
他致力于邮史和邮品研究，离休后，
先后在各大邮刊上发表集邮学术论
文800余篇，参加了前三届的全国集
邮文章展，首届获银奖，第二届和第
三届均获金奖。其专著《胶东邮史邮
品研究》获2003年全国邮展银奖及
2004年全国首届集邮图书评选一等

奖。2004年，他与香港著名学者哲夫
先生合编大型集邮画册《烟台旧影》，
全国发行。2006年又与家人合编《胶
东战时邮政》一书，公开出版发行。
藏品以实寄封片为主，《胶东解放区
邮政史》《大清邮政史前民间通信》等
邮集多次在全国省市邮展中获奖，
《胶东战邮》邮集曾在全国首届老年
集邮展览上荣获一等奖。2002年，他
被授予“全国集邮先进个人”称号，他
的事迹以《战邮专家王景文》为题，被
中华全国集邮联编入新出版的《中国
集邮人物风采录》。

哲夫本名郑介初，不说他在集邮
界的“泰斗”位置，说说他的另外一个
身份就能知道老先生的为人：他是著
名的《宁波帮》杂志社的名誉社长。“宁
波帮”都有过哪些名人呢？董建华（第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
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范徐丽泰（曾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后当选
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成员）、王宽诚
（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邵逸夫
（曾任香港宁波同乡会名誉会长、邵氏
兄弟电影公司创办人)、包玉刚（曾任
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主席）、应昌期
（创立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
《宁波帮》杂志社面对这么多名人的关
注，身为香港甬港联谊会副会长和秘
书长的郑介初作为名誉社长，其能力
和影响力之强大自然是公认的。

我期待着与哲夫先生的见面。
没想到，几天后我就因为骨折而

住进了医院；更没想到，此事议了没几
天，哲夫先生就到了烟台，而且执意要
到医院来看我。

4月3日下午，山西邮友林蔚峰和烟台文友李耀文几乎同
时给我发来微信：据《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消息，香港的哲夫
先生于4月1日晩在家里于睡梦中驾鹤西去，享年94岁。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这个噩耗第一时间发给我，是因为集
邮界熟悉我的朋友们几乎都知道，哲夫先生对我影响至深。
我写作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邮书《翻新烟台》，我能够深入研
究烟台集邮文献，直至我退休后转向写作烟台历史文化类文
章，哲夫先生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我悲伤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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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和哲夫先生还有几次相
聚。哲夫先生热爱烟台，他和儿子在烟
台还有投资的企业。随着彼此了解的加
深，因受惠于哲夫先生而再版的《翻新烟
台》，我曾给香港的哲夫先生寄过20本
以表谢意。但哲夫先生在和我的微信交
流中制止我说，邮费太贵，你再有新作
品，留着等我到烟台亲自去取吧。

哲夫先生，你给我寄送的那两个包
裹比我的作品沉重数倍呀！更何况，那
里面还有所有集邮人都梦寐以求的集
邮文献宝贝呢！

哲夫先生早年当过兵，性格很是豪
爽，无论是聚谈的爽朗还是酒宴上的谈
笑风生，先生都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
觉，让你感觉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
他就是一个热情助人的兄长、一个亦师
亦友的前辈、老师。

得知哲夫先生驾鹤西去，我无限悲
伤，如同前些年王景文先生辞世时一
样。指引我走上文献集邮研究和烟台
历史文化研究的两个前辈都先后离开
了我，离开了他们曾为之热情奉献的这
片热土。

但我也知道，我不能仅仅止于悲
伤，我应当不辜负两位先生的遗愿，按
照他们对我的期望把工作延续下去、发
扬下去，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哲夫先生，您放心吧！

五

从左至右依次为：作者、哲夫、王景文。

哲夫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