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步履稳健、声调不疾不徐，这是许
立俭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不过，聊起
极限片，他两眼放光，兴致勃勃。“极限
片与邮票、纪念封这类邮品可不同，别
看它简简单单的一枚，里面内容包罗万
象，很吸引人，而且它更注重挖掘文化
内涵，可以从极限片中追忆历史。”许立
俭兴奋地说。

今年 !"岁的许立俭，从小喜爱集
邮，痴迷于方寸之间 #$余年，特别对极
限集邮情有独钟，至今已收藏约 %$$$

枚极限片。

钟情邮票因了!缘"

许立俭踏入集邮世界，是一次机缘
巧合。

&$ 年前，'$ 多岁的许立俭还是一
名小学生。有一天，他去一名同学家玩
耍。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同学父亲向大
家展示的一本本集邮册。“一张张邮票
粘贴在集邮册上，花花绿绿贴满了一整
本，有风光、有名人……非常漂亮。”许
立俭一下子被邮票深深吸引，于是，脑
海里萌生了集邮的想法。

后来，许立俭与当时爱集邮的玩伴
时常光顾上海苏州河桥下香港路旁的
小店，因为常有邮商在那里卖邮票。有
一次，他狠下心从邮商手里花 (分钱买
了张斯大林邮票。这是许立俭第一次买
邮票，虽然有些心疼，但更多的却是欢
喜。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上学的孩子来
说，(分钱可是一笔“巨款”。“那是当时我
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邮票，是我从每天的
早饭大饼里省下的。”许立俭回忆说。

集邮自然离不开集邮册，但当时许
立俭不可能有闲钱买集邮册。怎么办？
于是，他动脑筋，想法子，拿家里废弃的
照相簿，又买来玻璃纸，自己花了一天，
“私人订制”了一本集邮册。尽管，这本
集邮册现已不见了，但他那颗热爱收藏
的心却一直“火热”到现在。

收藏是一种瘾，让许立俭快乐并痛
着。其中，最痛心的一次是制作一枚
)*!!年版的雷锋极限片。“当时，我把明
信片寄给湖南的邮政所，想让他们给我
敲个邮戳，最后非但邮戳没敲到，居然
还给弄丢了。”如今回想起来，许立俭仍
然惋惜不已。“那枚明信片好比一块‘心
头肉’，很珍贵。”直到前年，许立俭才有
机会补做那枚极限片，弥补了 +,多年
前的遗憾。

制作乐趣因了!难"

许立俭钟爱极限片收藏，藏品已有
规模。他租住在崇明堡镇的房子里，摆满
了他的“心血”，抽屉里、书架里、衣柜里、
甚至床底……到处都有极限片的踪影。

许立俭告诉记者，制作极限片可不
简单，和谐是关键。“极限素材最重要的
是票、片、戳三者的和谐一致。好邮票难

寻，画面与邮票图案相同或相似的明信
片难觅，就连敲邮戳也是讲缘分的。如
果三者之间不是高度的和谐，不能称为
上好的极限片。”这也使得制作好的极
限片难度不小。但他认为，其中的乐趣
恰恰也在这个“难”字当中。他制作的一
张由我国著名油画家董希文先生创作的
《开国大典》的极限片来之不易，由于历
史原因，明信片先后被修改过 (次，直到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尊重历史，才将完整
的历史面貌呈现出来，许立俭这才有机
会最终把这张极限片制作完成。

这小小一枚枚极限片，倾注了许立
俭很多心思。有时，为了制作一枚极限片，
许立俭苦等数年。-$$)年，许立俭将收藏
的一枚 )*./年版的日晷明信片托付给
北京的“神交”之友帮忙敲邮戳。当时没有
切合主题的故宫邮政所，如果要敲邮戳，
只能走“偏门”去敲地安门邮政所。转机出
现在 -,,+年，故宫开办了邮政所。友人第
一时刻敲到故宫邮戳后，马上将这枚明信
片寄回给许立俭，让他制作完成这多年未
完的极限片。许立俭感慨：“苦等了 -年，
没白费，再苦，也是值得。”

老有所乐因了!你"

收集极限片，更讲究会“淘宝”。退休
后的许立俭，一直生活在“偏远”的崇明
岛，但他追求极限集邮的热情始终不变，
周末闲着没事便长途跋涉去上海大木桥
路等不少地方“淘宝”，“泡”上整整一天，
只为能寻找到制作极限片的元素。许立
俭说，说不准哪天就能淘到意外的惊喜。

的确，惊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一
天，许立俭途经大木桥路地摊，他在一摞
杂物中随意翻阅，竟意外捡到了“宝贝”。
一盒兵马俑明信片，质量上乘，背后甚至
还有兵马俑发现第一人赵康民的亲笔签
名。这让许立俭乐坏了。

收藏极限片，让许立俭的老年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许立俭告诉我们，极限片
的收藏首先是一种精神寄托。除此之外，
也是亲近历史文化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对极限片越了解，越能发现其背后文化
之奥妙，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以及世界文
化的演变。不仅陶冶兴趣，还能增加历史
知识。”这些历史知识较之于书本和教
材，更形象，更深刻。“你瞧，这张极限片
是取自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的素材，那
张是毛泽东在河北北戴河的。”

许立俭最敬仰毛泽东，所以最爱不
释手的极限片就是毛泽东极限片了。他
常常一边翻阅着，一边向孙女们讲述那
个年代的故事。许立俭说：“没有毛主
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如今的
幸福生活。毛主席是一代伟人，我非常
敬仰他。”除了收藏毛泽东极限片，在许
立俭的收藏室里，由他精心收藏的各种
印有毛泽东像的图片、图书等也塞得满
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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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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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那些
!旧时光"

许立俭年轻的时候!互联网还未普

及! 书信往来是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

贴邮票寄信!是他儿时记忆中最喜爱的

活动之一" 也正因此!让他结交了不少

挚友"不过!随着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

方式普及!手写信件#贴邮票寄信等活

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 现在的年轻

人!多是通过电话#微信进行交流互动!

基本上没人写信了" 每当邮票发行之

时!早早等在邮政局门口排队的!大多

是五六十岁或者更年长的人!年轻人几

乎没有"说到这里!许立俭有点遗憾!他

认为!邮票是国家名片!透过它我们可

以从中追溯那些$旧时光%"因为一些最

优秀#最美好#最具代表性或纪念性的

东西被一一生动地留存在里面!是需要

我们这辈年轻人学习和铭记的"

他说!$如果把集邮比作马拉松!那

我就是跑道上的一名运动员!会一直在

马拉松的跑道上坚持着!直到终点"%这

让我们看到一位 !"岁老人追求自己

心爱之物的一股执著劲"真好&希望他

在收集的路上!越走越远"

采访手记

提起集邮，很多人都知道，可是，说到收藏极限片，或许有些
人并不知情了。“极限片，就是用有效邮票，贴在画面与邮票图案
相同或相似的明信片上，并敲上同邮票图案或主题相关地点邮戳
的邮品。”满头白发的许立俭向我们解释道。

老老琐言

明代张岱说过一句话!"人无癖

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

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他的这句

话'自然是对所有人说的'并非仅限

于老人% 但我觉得' 人到了老年时

期'更要有点(癖&和)痴&%这里的所

谓"癖&和"痴&'说的是一种爱好'而

且是一种近乎迷恋的爱好%

我非常赞成和欣赏有些老年人

身上的"癖&和"痴&% 因为年龄大了'

老人们接触和融入社会的机缘会越

来越少% 这是非常现实和不可避免的

问题% 老人们必须清楚'随着时间的

流逝'小辈和亲友整天围着自己转的

情形'少且短是正常的% 可是'到了这

个年龄'人总是孤独的%排遣孤独的最

好方法'是使自己具有一样"爱好&'甚

至要达到每每"把玩&就会聚精会神的

程度% "癖&和"痴&'就是这个意思%

有"癖&和"痴&的老人是可爱的'

人们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 "深情&

和"真气&% 说到底'这是一种生活态

度'也是晚景幸福与否的标志%

毫无疑问'老人们所"癖&所"痴&

的东西'是健康的'有益的'甚至对社

会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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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癖”和“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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