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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中医药的邮票，仅有几枚关于药用植物和中医名家的特种邮票，较为零散，且没有诠释中医药文化的邮票问世。而这套

《中医药堂》特种邮票的发行，正是填补了中医药文化没有单独成为选题并发行成套邮票这一空白。小小邮票在方寸之间，向海内

外的民众展示了中医药独特的魅力。 

由于中国邮政每年发行的特种邮票仅有20多种，中医药文化能从全年上百个选题中脱颖而出，也足以显示中医药正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重视。  

中医文化初登邮票舞台  

邮票，有“国家的名片”之誉。世界各国无不充分利用邮票这一特种艺术，将本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通过这方寸之间的窗

口，展示于世人面前。  

曾参与过多次邮票设计的我国著名邮票设计家闫炳武向记者介绍，中国邮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先后发行过两套共10枚药用

植物特种邮票，票面图案是10种有美丽花朵的药用植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此外，还曾以古代科技人物为题材发行特种邮票，

其中，孙思邈、李时珍等耳熟能详的古代中医药大家也名列其中。  

但是，将中医药文化特别提出进行诠释，单独成套设计、发行邮票尚属首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采用邮票这一形式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也看中的是邮票虽小，但在海内外流传

面广、流传永久的特点。  

闫炳武说，邮票的选题较为严格，由于邮票发行数量的限制，每年从全国各地上报的数百个选题中，只有20多个选题可能形成

最终的邮品。中医药文化能从这浩如烟海的选题中脱颖而出，最后形成这套完整的邮票，也足以显示中医药的地位在日渐提高，古

老的中医药在全社会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邮票背后的多方支持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印制所的陈宜思是这套邮票的责任编辑，她向记者讲述了邮票诞生的全过程。早在2009年6月，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发行部、编辑部人员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药处处长陆建伟、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就一同

对此邮票选题进行了论证。初步确定选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9个老字号药堂。  

同年9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召开了一次内容遴选论证会，提出了五条遴选原则，即所推荐的老字号药店目前依然保持原字

号，且必须作为药店正常经营；具有悠久历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历史上生产和经营的品种具有较强特色优势；考虑地区分

布，同时，原则上同一省（市、区）只推荐一个候选单位；参考已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依据以上原则，专家重新提出了9

家备选中药堂名单。  

一个月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图稿编辑部与发行部人员，及陆建伟一同再次论证邮票内容，确定选择6处药堂作为备选内容。

然后收集相应的图片资料，视材料收集情况，再次考量各药堂是否具备入选邮票的资格。  

确定以上6处备选药堂后，又分别请各省市中医药管理局及各地邮政部门协助收集资料。经过认真阅读、研究资料，淘汰了资

料缺失的两家药堂，最终将此套邮票的内容定为同仁堂、胡庆余堂、陈李济、雷允上4家中医药堂。  

在《中医药堂》特种邮票的制作过程中，得到了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的高度重视，小小邮票的背后凝

集了多位设计者、中医药工作者、画家的心血。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最终使得这一套四枚邮票，在湖北蕲春、北京、杭州、上

海、广州五地一经首发后，便广受业内专家以及广大集邮爱好者的好评。  

设计者心血的凝聚  

作为此套邮票的主要设计者，闫炳武说，选择中医药堂作为诠释中医药文化的载体，是由于其更易于表现。药堂本身的建筑，

以及器物、场景等将各种中医药文化元素集纳一身，更可以全面展示中医药独特的魅力。采用特种邮票这一形式，也更能全面展示

中医药文化。  

有了基本的思路，画面如何组合成为一个难点。闫炳武认为，简单地把门面、牌匾放在画面上，会显得很单薄，而对中医药文

化层面的宣传力度也略显欠缺。经过反复讨论、协商，最终决定以四个药堂作为发端，将各种中医药文化元素，如医生为患者推拿

的场景、针灸铜人、制药工具、药工炮制加工药材等合理组织在画面上，囊括了诊病、制药、煎药等过程，全方位展示中医药文

化。由于邮票画面较小，将药堂堂号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也起到类似标题的作用，使得邮票票面的主题也更为鲜明。更具特色的

是，这套邮票每枚都有其独立性，放在一起又形成一组情节交错的连环画，象征着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的中医药文化及文明，表



现了中国传统医药学强有力的生命力。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邀集了多位绘画功底深厚、设计手法新颖画家参与方案设计。画家们术业有专攻，都各自擅长不同的手

法。由编辑帮助画家充分理解题材、内涵，交由画家自由创作。我们再从这些设计方案中选择最适合的，作为最终邮票票面画

稿。”闫炳武说。  

“人们喜爱邮票，收集邮票，除了从美术角度欣赏外，也希望从邮票中获取丰富的知识。这套邮票的专业性相对较强，这就要

求我们在信息的准确上不能马虎。”闫炳武强调，“从选题、编排到设计组稿，都经过了专家论证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批。尤其是在

选择药堂方面，业内专家更是进行反复评审。从地域性、知名度、历史悠久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最后确定四家药堂。毕竟是向

世界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我们不敢有一丝怠慢。在这次跨界合作中，由于和许多中医药专家接触，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我本人也

深切体会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神秘独特，对中医药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真是受益匪浅。”   

一气呵成的手稿  

沈阳画家李晨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身为鲁迅美术学院插图工作室主任的他，常年给《读者》杂志画插

图。今年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邀请他设计《中医药堂》主题邮票，也使他成为了辽宁手绘邮票第一人。  

李晨感慨道：“在接到任务后，我这个门外汉当真是下了番功夫来‘补课’。”他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与老中医、老一辈画

家以及有关的邮票设计专家交流，深入理解中医药诊病、制药等过程。这些场面渐渐在他脑海中一一复活。  

李晨向记者讲述，为生动地表现人物，以更为庄重古典的形式表现中医药厚重的文化，他找来自己的学生，让他们穿上传统正

宗的长袍马褂当模特，还模拟制作了相应的制药器具，让同学们摆出过去药堂制药的各种造型，从多个角度一一拍下照片，再筛选

出最适宜的照片临摹创作，用素描的手法，精确地再现了四个药堂的经典场景。并且结合各药堂提供的各种制药器具、传统门楼及

招牌的照片，将药堂文化用素描的形式，呈现于黑白灰的光影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创作，打造出8幅作品，两易其稿，几乎是一

气呵成地完成了这套邮票票面的图稿。  

在李晨向中国邮政交上设计图稿前，已有几位画家分别设计过这套邮票，有的用漫画手法，有的用装饰画手法。而李晨运用的

素描手法，则更生动地再现了人物的神态，动作，表现形式也是他所擅长的连环画，使他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特长。   

“还要特别感谢中国邮政集团的图稿设计师的大力帮助，他们把画面中的相应素材进行综合组织。没有他们的努力，邮票的画

面也不会这么完整、紧凑。”李晨谦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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