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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定国

无须邮票多 照样讲故事

本文介绍“创意团体音乐”（Mot ivgruppe 

Musik）的网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创的一个新板

块，这个板块鼓励集邮者仅用8~10枚邮票来讲述一段

故事。

“创意团体音乐”概况

“创意团体音乐”（以下简称“创意”）由音乐

邮票爱好者组成，成立于1959年，目前有来自35个国

家的约250名成员，以欧美会员为主，会址设在德国。

“创意”网站内容丰富，主页的欢迎词为：“我

们是一个国际性的音乐邮票研究小组，在我们的网站

上，您可以找到音乐集邮多方面的资讯，其内容并不

限于作曲家和乐器。希望您在这里发现一个迷人的爱

好。”网站内容分3个层次。第一层次任何人均可进入

浏览。第二层次供会员和宾客浏览，约占网站内容的

80%。非会员在网上注册后可成为有效期两个月的宾

客。第三层次仅供会员进入，包括会员名册、隐私信

息和一些未授权公开的资料。

“创意”每年开展音乐邮票评选活动。从2001年

开始，用美国著名小提琴家和指挥家梅纽因（1916—

1999）的名字冠名为“耶胡迪·梅纽因杯”奖。梅纽

因被认为是20世纪音乐史上“罕见的神童”，他16岁

首次在德国担任音乐会指挥，爱因斯坦在会后激动地

拥抱他，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现在我知道天堂

里有上帝了！”梅纽因本人也收集音乐邮票，从1969

年开始赞助音乐集邮圈。

“创意”的皮特主席（Peter  Lang）告诉笔

者，音乐邮票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每年大约有

300多套音乐邮票，给投票带来困难。为了方便投

票，由理事会成员先挑选出60套候选邮票，每个国

家最多入选3套。评选活动从3月1日开始，到7月31

日结束。“创意”欢迎对音乐集邮感兴趣的中国集

邮者到网站投出一票，并欢迎大家到他们的网站去

浏览。

一个只有250名成员的音乐邮票研究小组，把集邮

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实属不易，对我们许多民间邮协

开展工作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创意”新板块的来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创意”网站新增加了“8…

9…10…完成！”板块，图1是这个板块的报头。这个

板块鼓励集邮者仅用8~10枚邮票来讲述一个小故事。

这个要归功于“创意”主席皮特和他35岁的儿子

约翰尼斯（Johannes）。2021年1月的一天，他们聊天

讨论疫情带来的影响。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疫情

接踵而来，如同拳击比赛一样，最后计数为“8，9，

10，淘汰！”但这样的计数是否有可能转化为正面的

积极的因素呢？用国内常用的说法，是否可以转化为

正能量呢？

这次聊天催化出用10枚邮票或邮戳创作小故事的

想法。对所有从未制作邮集参加邮展比赛的集邮者来

说，入门的门槛大大降低了。疫情中，人们在家中的

时间大大增加，正好可以用来创作小故事。皮特与理

事会成员讨论了这个创意，得到大家一致赞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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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好主意。

我问皮特，你的儿子是否也是“创意”的成员？

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但不是成员，而且并不集邮。他

是一个媒体设计传播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但对他父亲

组织的集邮活动很感兴趣，给予了长期的技术支持，

包括设计邮展标志和奖牌。图1就是他的设计。

在笔者看来，“8…9…10…完成！”是“创意”

网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最出色的创意。如果把多框

邮集比做长篇小说，一框邮集比做短篇小说，那么出

现在这个板块里的就是微型小说。

微型故事的样板

2021年4月27日，第一篇小故事在网站上露面，作

者就是皮特主席。故事的标题是“音乐让一切变得更

美好”，一共2页（图2、图3），用了4枚邮票和6枚纪

念邮戳为素材。标题来自1943年德国歌手鲁迪·舒瑞

克（1913—1973）创作的合唱曲名。

图2中第1枚邮戳的德文就是曲名“音乐让一切变

得更美好”。扫描其右侧二维码，可看一段3分17秒当

年乐队表演这首歌曲的视频。第1枚邮票上的艾丽·豪

斯-纳普（1881—1952）是德国政治家和社会改革

家，她1933年在制药公司广告部门工作时，首次在

“咳嗽金”含片的广告中使用了歌曲，成为第2枚邮戳

的内容。她在一年内制作了60多部音乐广告，并在电

影和图2右下角邮票中的电台播放。

图3的前3枚邮戳表现用音乐做广告的产品销路更

好。接下来用瑞典1984年的诺贝尔奖邮票和圣马力诺

2016年的人工智能邮票来表现音乐“从耳朵进入，却

留在了大脑”。最后一枚邮戳下面的文字为“我们在

将来还会听到电台广告，当第一声音乐响起，我们便

会联想到相关产品”。

这篇小故事成为“创意”新板块竖起的一个样

板。网站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表明，只需要

10枚邮票或邮戳就能讲述一个故事，如果你只用9枚邮

票，或需要11、12枚邮票也无妨。所有主题，包括音

乐、舞蹈、乐器、作曲家、指挥、管弦乐队，都被允

许，甚至主题与音乐没有密切的联系，也同样受到欢

迎。讲故事时用到的邮品可以是邮票、邮戳、邮资封

片、首日封、极限片、明信片等。格式请用A4纸2~3

张，内容可以手写、打字，或用计算机打印。图片解

析度要求200dpi。语言最好是德语或英语，如果用其

他语言讲故事，需要对图片添加说明。参加这个板块

完全自愿，不是“创意”成员也欢迎参与。

微型邮票故事

目前有来自德国、英国、比利时和加拿大的21篇

小故事陆续在网站上展示。图4是其中的9个故事，在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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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上点击邮票便可看到内容。右下角的国旗是其使

用的语言，并非作者所在国家。图4上排的3个小故事

依次为塞尔维亚史诗诗人菲利普·维什尼奇、意大利

画家卡罗·萨拉塞尼的画作“圣塞西尼亚”，以及女

性作曲家。

在全球贝多芬邮票热的背景下，中排第1个小故事

的作者却以“丑陋的贝多芬”为题，用1页篇幅列举了

蒙古等10个国家邮票上出现的丑陋设计（图5）。页面

中第2排右2的以色列邮票被“创意”评选为2020年最

佳音乐邮票第10名，但作者认为眼睛的设计有问题。

第2排右1的阿塞拜疆邮票则更遭作者痛批，认为是一

个奇怪的设计。全页右下角的澳门邮票也被作者列入

丑陋邮票的名单。

图4中排第2个小故事的作者仍然是皮特，用10枚

邮票讲述了如何教儿童吹奏竖笛；中排第3个小故事讲

述了1836—1837年的音乐故事；下排第1个小故事讲述

创立于1939年的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堂，第3个小

故事则讲的是音叉。

女建筑师哈迪德和音乐

图4下排中间的故事介绍伊拉克女建筑师扎哈·哈

迪德和音乐，点击打开后可以看到故事由2页组成（图

6、图7）。被称为“建筑界的女魔头”的哈迪德1950

图5

图6

图4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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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在伊拉克，在伦敦学习建筑专业，1983年创

办了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她的建筑作品获奖无

数，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女性。图6第一

枚哈迪德头像邮票为伊拉克于2016年6月16日发行，悼

念她在这年3月31日去世，享年65岁。

图6中间两枚是意大利邮票和奥地利邮票，分

别表现哈迪德设计的罗马21世纪国家艺术博物馆

（MAXXI）和奥地利贝吉瑟尔滑雪跳台。下面左侧的

德国邮票和图片展现她设计的巴赫室内音乐厅，右侧

的奥地利邮票是她设计的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图书

馆与学习中心。

哈迪德在中国设计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果你不

熟悉她的名字，那么你也许听说过她设计的北京望京

SOHO、上海凌空SOHO、南京青奥中心、成都当代艺

术中心、长沙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香港赛马会创新楼

和澳门沐梵世酒店。如果对以上这些也不熟悉，那么

你一定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那是她留给中国和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可惜机

场刚开始建设不久，她就因患心脏病在美国去世。因

为故事讲述的是她和音乐之间的故事，所以没有用中

国发行的大兴机场邮票，而是在图7上方用了2010年6

月28日中国发行的广州大剧院邮票（图8），这座外形

独特的剧院也是由哈迪德设计的。

图7第2排的2枚邮票由阿塞拜疆在2012年和2019年

发行，表现2007—2013年建于巴库的盖达尔·阿利耶

夫文化中心。哈迪德因为设计这座建筑，于2014年成为

第一位荣获英国最负盛名的“年度设计奖”的女性。

哈迪德多才多艺，还多次担任了舞台布景设计

师。图7下面两排的意大利、美国和法国邮票都用来表

现这方面的内容。

同一位作者讲的 3个故事

图9是同一位作者沃尔夫冈·安德烈用邮票讲述的

3个德语小故事。第1个故事仅用1页篇幅介绍了著名的

德国民歌《黄色马车上的高处》（图10）。歌词把人

生比喻为邮车的旅程，用滚动的车轮建立起与生命流

动之间的联系，表达了对旧时光的怀念。故事用了12

枚德国、奥地利、拉脱维亚、波兰、亚美尼亚发行的

邮票，描述了4段歌词中描绘的场景，例如“号角欢快

地响起”“我听到长笛和小提琴”“年轻人围着菩提

树跳舞，像风中的树叶一样旋转”“杯子里起泡的大

麦饮料”“窗玻璃后面一张笑得那么甜美的脸”“一

具骷髅高高坐在前面的马车上”“再见了，亲爱的”

和“沙漏而不是喇叭”。出现在最后一枚邮票上的

是时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的沃尔特·谢尔（1919—

2016），他在1973年12月6日为慈善事业演唱了这首

歌，使这首歌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第2个故事的图标是联邦德国于1985年11月12日发

行的邮票，纪念联邦国防军成立30周年。故事用了10枚

邮票、4幅图片和详细的文字，以2页篇幅讲述了联邦国

防军和奥地利武装部队在国家庆祝活动及庄严的公共纪

念活动的火炬游行仪式中，演奏席勒作诗、贝多芬谱曲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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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乐颂》等乐曲的情况，以及《欢乐颂》写入《欧

盟宪法》而成为欧盟盟歌的情况。第3个故事用2页篇幅

（10枚邮票和2个封）讲述了德国国歌的变迁。

图11是另外9个小故事的图标。其中上排3个故

事分别讲述波兰音乐海报、展望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以

及德国民谣。中排分别讲述出现在音乐中的安徒生童

话、出错的音乐邮票以及根据格林童话改编的舞台剧

《汉泽尔与格莱特》。

下排第1篇的作者是“创意”的皮特主席。他用8

枚不同国家的邮票、1枚小型张和1枚邮资明信片，以

2页篇幅讲述了“波恩的贝多芬雕像与艺术自由”（图

12、图13）。图12中第1枚邮票是根西岛2020年1月21

日发行的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邮票，主图是位于贝

多芬出生地德国波恩市中心大教堂广场上的贝多芬青

铜雕像，揭幕于1845年8月12日在波恩举办的第一届贝

多芬音乐节期间。

图13右下角用了一枚尼日尔在2020年6月10日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发行的贝多芬雕像戴上口罩的邮票

（图14），作者写道：“这是艺术自由，还是亵渎？

不作评论。”图11下排第2篇的作者也是皮特，连同

前面介绍过的微型故事样板“音乐让一切变得更美

好” （图2、图4中心部位的竖笛故事，皮特主席也

奉献了3个故事。图11

右下角罕见地用了6页篇

幅和13件邮品来讲述口

琴的故事。

在“8…9…10…完

成！”板块的报头下面

还有以下文字：“有许

多话题和故事隐匿在我们的邮册里，它们从来没有进

入公众的视线。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素材太少，不足

以创作邮集；也可能是太多的集邮者羞于创作邮集；

或者是集邮者不想接受严格的参展规则。”“我们希

望结束以上的局面，你可以只用10枚邮票来讲一个故

事；你也不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这里也没有任何规

则的限制。”“关键是做这件事非常有趣！请加入进

来，下一个展示位置就是你的！”

这样的创意有助于调动普通集邮者的积极性，它

没有门槛，不需要价格昂贵的珍稀邮票，没有条条框

框的限制，用10枚邮票就可以讲述一段故事。借鉴这

样的经验，是否也可以给国内各地邮协，尤其是开展

青少年集邮活动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呢？说不定有一些

集邮者由此产生兴趣，并在以后加入到邮集制作者的

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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