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苏富比近日宣布，一枚英属
圭亚那一分钱面值的珍贵洋红色邮
票，将在今年年中拍卖，预计将会拍
卖到 !"""万到 #"""万美元（约合
人民币 $"""万元至 !%#亿元）。在集
邮界人士看来，如果届时市场行情好
的话，这枚邮票很有可能突破亿元，
并成为目前最贵的单枚邮票。
“圭亚那洋红色 !分邮票”，是

世界十大珍贵邮票之一，传世仅一
枚。这枚邮票是英属圭亚那 !&'$年
发行的，面值 !分，底色洋红，黑色
图案，而且被人剪去了四个角，四角
形变成了八角形，是一张“残疾”的
珍贵邮票。这枚最珍贵的邮票是由
英国小学生波恩发现的。其历史和
出身在邮票界广为流传而且无人不
晓。它虽然本身并无突出之处，却
成为“世界邮票大王”王冠上的宝
石，特别是被当时的“邮王”费拉里
收藏而名声大噪。
世界最珍贵的邮票之一、有“世

界第二珍邮”美称的瑞典“黄 (基
林”，也曾经是费拉里的旧藏。在得
到这枚珍邮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
把“黄 (基林”放在“圭亚那洋红色
!分邮票”邮票的后边，确认它是
“王冠上的第二颗宝石”。自此至今
的一百多年来，“黄 (基林”邮票就
被集邮界公认为是“世界第二珍
邮”。自 !&&'年发现“黄 (基林”邮
票的这 !#'年来，全世界均没有发
现过第二枚，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枚
“黄 (基林”邮票的报道，可谓是独
一无二的绝品。
对于其他的珍邮的排名，不同

时代有着不同的说法，目前普遍
公认的是毛里求斯“邮局”邮票中
的红色 !便士和蓝色 #便士，占据
其中的两席。之所以会成为珍邮，
有一种说法是认为邮票雕刻者误
将“邮资已付”（)*+,)-./）刻成“邮
局”（)*+,011.23），但后来经过研究
并非如此，主要还是其存世量太

少。目前已知有 #4枚毛里求斯“邮
局”邮票存世，其中 ! 便士的 !'

枚，#便士的 !#枚。它们主要被私
人收藏者珍藏，但也有一些邮票，
包括总督夫人邮寄请柬的信封原
件，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向公众
展出。
在世界十大珍邮，还有不像邮

票的邮票，其来自于百慕大。由于早
期是英国的殖民地，百慕大的邮票
历史源远流长，可以回溯到 !&5&

年，而其专门印刷的邮票则始于

!&$'年，此前使用的则是一种形似
邮戳，“盖印”在纸张上所“生产”出
来的邮票，被称之为“佩罗特邮政局
长临时邮票”。现在，这些“盖印”而
成的邮票都已属世界珍邮。目前存
世可考的百慕大佩罗特邮政局长临
时邮票，包括单票和仍贴于封上的
在内，一种说法是 !!枚，另一种说
法是 !"枚。其中，黑色盖印 5枚，红
色盖印 $ 枚（包括后来发现的
“!&'6”年票），#枚在实寄封上，包
括英国王室邮集中的几枚。

夏威夷传教士邮票也是世界公
认的十大珍邮之一。这套邮票是亨
利·7·惠特尼在 !&'! 年担任夏威
夷邮政局局长时发行的。因为他是
一位传教士的儿子，加之贴有这种
邮票的人，大都是夏威夷的传教士，
所以这套邮票问世不久，就被称为
“传教士邮票”。由于邮票采用一种
很薄的纸张，而且特别脆，问世以后
极易损坏，不易保存，故而存世量极
为稀少。
其他的四枚珍邮，目前业内对

于其排位还有很大的争议。但目前
普遍公认的品种包括圭亚那的第一
套邮票———“棉纱卷”邮票、美国的
“珍妮倒”邮票、加拿大 !&'!年发行
的黑色维多利亚女王头像邮票和好
望角于 !&'(年发行的第一套邮票。
至于世界第一枚邮票———英国的黑
便士邮票，由于其在邮票发行史上
的特殊地位，因而有时候也会被一
些机构纳入其中，但从身价来看，却
低于我们前面说到的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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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利香港拍卖有限公司（保利
香港）将于 5月 $日至 4日，假香港
君悦酒店举行 #"!5年春季拍卖，共
囊括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中国
当代水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近现
代书画、中国古董珍玩、珠宝及钟表
$大拍卖门类总数近 #"""件拍品，
总估值约 4亿港元。
继在北京巡展后，本次春拍部

分拍品（珠宝）(月 !'日至 !$日将
到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莲花厅（延
安中路 !#!&号）及台北（(月 ##日
至 #(日）巡回展览，而所有拍品则
将于 5月 5日至 4日在香港君悦酒
店公开预展。

书画拍品琳琅满目
拍品中，“中国古代书画”将以

明清文人作品为主打，旨在为藏家
构建一个有品位及深度的古代书画
艺术交流。以诸多独具匠心的专题
打造一场古代书画的艺术饕餮盛
宴。其中“清代文人诗文书画唱咏专
题”，焦点拍品当属由皇六子永瑢携
当世九位名臣画家仿明贤十人联景
《米山图》上下卷，所作的一部山水
长卷《仿米氏云山连景》。另外一件
本季拍卖的重点拍品，由乾隆帝题
引首，董邦达、李世倬分别以水墨绘
制松泉图二幅，张洽补景的汪由敦
像———《松泉图》长卷。
“中国近现代书画”将呈献众多

海外私人珍藏大家手笔，以飨藏家。
徐悲鸿的《春江饮马图》，作于 !65(

年，当时徐氏于重庆筹办中国美术
学院，并于成都少城公园举办个展，

工作重心仍在为国为民上，
而当时所作国画，也多寓此
意。本幅承其一贯作风，以激
情写出，水墨淋漓，但整个画
面却充满了一种久违的恬
静、浪漫之气；由郭沫若题诗
堂李可染所绘《东坡夜游赤
壁图》，为其金刚坡时期人物
山水逸品，格调高雅，暗合可染所推
尚的“物我同化”哲学观念；傅抱石
《千山》为其在东北写生时所作，笔
皴墨法和风景图式的结合上无不显
示出鲜明的艺术风格，同题材的《千
山》作品存世三幅，其中南京博物院
存两幅《假日千山》，因而是作实乃
傅抱石东北写生中的一件极为重要
的绘画作品。今次亦涵括张大千数
幅佳作：!6$$年所作《仿廉州临北
苑山水》乃其仿古佳作，大千临仿前
人作品无数，但对“四王吴恽”却极
少涉足，故此仿王鉴之作着实罕见；
青绿山水《长空栈道》为大千赠与国
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且描写华

山的奇险之作；而《并蒂合欢图》用
笔刚柔相济，构图精心，为大千巨幅
荷花代表之作。

青铜重器流传有序
“中国古董珍玩”将在常规瓷

器、玉器、古董之外，主推金石、文
房、金铜造像 (个专题以及“海会应
真”佛教艺术专场和“豹变”———东
亚百年风云遗藏专场。在逾 (""件
臻品中，每一个单元皆有不俗之作：
清白玉嵌百宝福寿摆件，玉质朗润，
雕工不凡；西周早期的青铜提梁卣，
经朱善旗、吴式芬、吴大徵、罗振玉、
刘体智等人递藏或写入研究性著

录，可谓流传有序，另外一件铭文为
“亚古父己”的青铜觚，亦曾收录在
黄伯川《邺中片羽》中；宋代“八极
引”琴为岭南琴家卢家炳旧藏，断纹
优美，九德俱全，展览多次，琴学著
述和音像皆有出版；明代大日如来
铜佛高达 !#"厘米，不仅造型优美，
衣饰錾刻精致，其法相慈祥庄严，感
人至深。“海会应真”更是涵盖从北
齐至清的藏传和汉传佛教艺术精
品，其中北齐的白大理石阿弥陀佛
立像和木胎金髹释迦苦修像分别高
达 !"5厘米和 $(%'厘米，皆为巨制
且雕琢精美，保存完整。
是次春拍的珠宝专场将会隆重

呈献超过 #""件甄选自世界各地的
罕见珠宝。此次珠宝春拍以色彩为
主题，焦点拍品包括缅甸天然鸽血
红宝石、喀什米尔蓝宝石、哥伦比亚
天然祖母绿以及精选一系列的彩色
钻石。部分重要珠宝更出自国际设
计品牌的手笔，涵盖古董珠宝、天然
珍珠、翡翠首饰等。
名贵腕表方面，保利香港为藏家

呈献百达翡丽、卡地亚、伯爵、爱彼、
萧邦等众多标志着优雅的品牌腕表。
其中不乏珍贵收藏级别腕表，如江斯
丹顿三问万年历腕表，百达翡丽
'64!)镶钻万年历计时腕表，以及百
达翡丽 '!"#)8双金星空图腕表等。
另据悉，北京保利拍卖 #"!5年

春季大拍上海公开征集 (月 #(9#5

日将在上海延安饭店二楼兴会厅举
行。征集内容为：中国书画、瓷玉杂
项、古籍文献、钱币邮品铜镜、紫砂
壶等。 夏龙

保利香港春拍书画佳品多

! ! ! !为配合中国邮政于 # 月 #(

日《猛禽（二）》邮票的发行，上海
市集邮总公司于同日推出同名邮
戳 !枚。一只用剪纸形式画出的
鹰头，其略带弧状的外形与圆线
相连，形成邮戳的正圆外形。鹰头
占据了大半个戳面，硬朗的线条，
刻画出鹰犀利的眼睛、呈钩状的
大嘴和坚挺的羽毛，突显出鹰凶
猛的性情。猛禽（二）和中国
#"!5%#%#(上海字样，排列于鹰头
的下方，构成了邮戳的基本元素。

(月 !日中国邮政发行《浴
马图》邮票 !套，上海市集邮总公
司特推出同名邮戳 !枚与广大邮
迷见面。此戳外形由荷花瓣纹组
成的棱状，主图取材于原图一角，
中间为一匹马，左边有一赤膊马
倌立于水中，正在用瓢舀水为马
洗浴。单线刻画出那马壮硕圆厚的
体格和轻松惬意的姿态，以及马倌
专注的神情。浴马图和中国上海
#"!5%(%!字样，分列右边和下方，
与邮戳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两
枚新邮戳的设计者均为贾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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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世界十大珍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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