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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邮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收藏门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曾说过：“集邮是王之嗜好，亦
是嗜好之王。”据估计，英女王所拥有的皇家邮集目前价值已超过400万英镑，是女王私人资产
中金额最高的单类收藏。

THE MOST VALU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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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错版珍邮
投资价值大盘点 文_宁博　责任编辑_杨紫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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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错误”总是一个令人

不愉快的词语。考试中犯“错误”要被

扣分；工作中犯“错误”要被处分。但在投资

收藏领域，却有那么一种“错误”，我们对它

集邮——王之嗜好，嗜好之王

　　众所周知，邮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收藏门类。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曾说过：“集邮是王之嗜好，亦是嗜好之王。”无论是王公贵胄还是黎民

百姓，一旦涉足集邮，很快就会被其独特的魅力与内涵所吸引，我国9000万之众的集邮大军就是明证。同时，像“黑便士”、“红印花”、“全

国山河一片红”、“猴票”这些中外邮史中的经典，更使集邮成为人们极为重视的一种投资方式。

　　据估计，英女王所拥有的皇家邮集目前价值已超过400万英镑，是女王私人资产中金额最高的单类收藏。另外，美国大富豪、世界债券大

王比尔•格罗斯也是一位邮票投资高手，这位掌管着3500亿美元的投资家，曾于2007年将刚刚收藏了3年的邮票以910万美金的价格全盘售

出，而当年他收购这些邮票的总花费只有250万美金！事后比尔激动地说：“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将近四倍的收益，比我之前操作过的所有

股票和债券交易的回报都要出色！”

　　与股票、期货、房地产这些高风险的投资产品相比，邮票的收藏、投资具有门槛低、风险小、增值稳健等先天的优越性。而在众多的邮

票品种当中，错版邮票更被视为“财富”与“升值”的代名词，因此，收藏界素有“逢错必收”的说法。当然，如果能够收藏到连张或者整版的

错票，就更是稀罕珍贵了。那么，除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外，中国邮史中还有哪些收藏性与投资性俱佳的经典错版珍邮呢？

是如此地欢迎有加，甚至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与期待，这就是收藏界的宠儿——错版邮票。

　　说起错版邮票，不能不提一提大名鼎鼎的“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枚新中国最著名的错

票的横版，于2009年10月在香港布约翰邮票拍卖公司举行的2009年秋季邮票拍卖会上以368

万港币成交，刷新了单枚中国邮票成交价的世界记录。

● 错版珍票——“全国山河一片红”竖版

这枚于1968年11月发行的邮票，单枚价值目前

已达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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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错版邮票投资价值

　　1894年，为了庆祝慈禧太后60寿辰，大

清邮政特别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纪念邮

票——“慈禧万寿”邮票。全套邮票共9枚，

其中9分银面值的邮票就是一个典型的错版

票。这版邮票由于排版失误，每张整版中的

左下角一枚都被上下印颠倒了，成为罕见的

“对倒票”。据记载，这种“对倒票”当年共

印制了4146对即被当局发现并叫停，因此存

世甚少，价值颇高。

　　1912年，孙中山推翻晚清政权，创立中华

民国。一年后，民国政府委托英国印制第一

套民国邮票。这套邮票共19枚，分别以帆船、

农货和国子监宫门为主图。1914年一战爆发

后，这套邮票的印刷工作被转交给北京财政

部印刷厂负责。但由于工人粗心，在印制一版宫门邮票时将模版放倒，于是便有了一版50枚

“宫门倒”邮票。如今，“宫门倒”邮票存世仅30余枚，身价已达100万元，是当之无愧的华邮

瑰宝。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在战争形势、军事实力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此消

彼长的根本转变。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党中央下令华东解放区发行一套

“淮海战役胜利纪念邮票”。但是，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邮票设计者将淮海战役的起

始时间写成了“11月9日”，而当年《人民日报》中刊登的一则中央贺电中却写着：淮海战役的

开始时间是“11月6日”！如此低级的失误使这版邮票成为解放区票中最经典的错版票品。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出访前苏联。次年2月，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

年，中方特发行邮票以志纪念。这是我国首套“外交题材”珍邮，具有很高的历史与收藏价

值。然而遗憾的是，这套邮票中对前苏联国旗的图案设计出现了两处重大错误：一是前苏联

国旗的五星为空心五星，但邮票中画成了实心；二是前苏联国旗中镰刀图案的把手指向左下

方，但邮票中却绘制成指向右上方。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套邮票由于背负了设计失

当和题材敏感两大“罪名”而被大量销毁，在民间销声匿迹。如今，3枚成套且品相完好的整

● 晚清错版珍邮——“慈禧万寿”9分银邮票

1894年发行的“慈禧万寿”珍邮，其中左下角

的一枚上下印刷颠倒，如今25枚连张的“慈禧

万寿”邮票价值15万元。

● 解放区错版珍邮——“淮海战役胜利纪念”邮票

整版100枚连张的“淮海战役胜利纪念”邮票经过60年的沉淀，

如今价值8000元，是解放区票中最具投资价值的品种之一。

● 民国错版珍邮——“宫门倒”邮票

1914年发行的以北京国子监为主图的“宫门倒”错版珍

邮，位列“民国四大珍邮”之首，目前单枚价值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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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苏友好同盟纪念”邮票价值达2万余

元，是不可多得的红色经典藏品。

　　1967年，为庆祝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智取威虎

山》、《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在全国开

始陆续上演，“样板戏”邮票也随之诞生。

由于题材重大，这套邮票共发行了8枚，设

计阵容也空前强大，但其中的第一枚开篇之

作——“毛主席文艺路线”就犯下了“政治

错误”。这枚邮票展现了“8大样板戏演员高

举毛主席语录，在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大

步前进”的主题。然而，问题却出现在邮票中

《海港》的主人公身上。文革期间，“左”和

“右”被划分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立场，

界限分明、极为敏感。《海港》一剧中，出场人物腰间的蓝飘带全部严格系在左边，以表明正

确的政治立场。而这枚邮票中却将飘带画到了右边！要知道，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的一枚1

角钱就由于画面中的人物自左向右前进，而被冠以“右倾”的大帽子。因此，“毛主席文艺路

线”邮票一问世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诟病，引起了巨大争议并被大量回收。40年过去了，整

版“文艺路线”存世很少，是文革邮票中题材最好、升值潜力最大的优秀邮品之一。

　　由此看来，不论是哪个时期，因为何种原因而造成的错版邮票，如今都成了收藏界的宠

儿，是非常有潜力的投资之选，“一错千金”也已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收藏定律。而近十年

来，中外集邮界所广泛认同的整版邮票的“钻石投资理论”更使珍贵邮品的价值被进一步充

分挖掘。收藏家们所钟爱的一张张整版邮票就好比一颗颗重达10克拉的大钻石，而普通百姓

所收藏的单张邮票却好像一堆碎钻。即使碎钻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是10克拉，但两者的稀缺度

却不可同日而语，价值自然也是大相径庭。那些没有经过任何裁切，带有完整边纸的整版邮

票的存世量远远小于单张邮票存世量的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真正符合“物以稀为贵”的

自然增值规律。而若藏家有机会收藏到整版的错版邮票，那自然更是人生一大幸事，值得把

酒言欢，好好庆贺一番。

● 建国初老纪特错版珍邮——“中苏友好同盟纪念”邮票

价值7000元的整版“中苏友好同盟纪念”邮票。邮票中对

前苏联国旗的错误绘制成就了它在邮史中的特殊地位。

● 文革错版珍邮——“毛主席文艺路线”邮票

2007年11月，“毛主席文艺路线”整版邮票在北京红太阳国际秋季拍卖会中以5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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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邮票只是集邮的最初阶段，要想把收集来的邮票长期完好地保存下来，让

精美的邮票永葆“青春”，则是艰辛的藏邮历程，也是集邮活动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一环。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存，不只是指不丢失邮票，还指保持邮票的完整，包括

邮票色泽的鲜艳、背胶的完好和齿孔的无损等，一句话：保持邮票的最佳品相。      

如何保持
邮票的最佳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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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邮票安个“家”

　　一些集邮者喜欢把邮票夹放在书本中，或是堆放在盒子里，这

是不可取的，书本上的油墨会粘到邮票上，成堆的邮票也容易发生

粘连。最好的办法，就是为邮票安一个“家”，即放在集邮册里。

　　定位插册是目前最常见的邮票插册之一。优点是每枚邮票与

小型张都有固定的存放位置，都有一个“家”。同时，插册中还印

有一些邮票的资料，便于集邮者了解邮票的基本情况。这类定位

插册主要有三种：

　　一是“年册”，即将某一年的邮票集中于一册之中。其好处是

全年的邮票集中，可及时将邮票定位存放，也便于查找。不足之

处是每年一本邮册占位较大、费用略高。特别是高档年册，印刷精

美，有较多文字说明和附图，价格则更高。

　　二是“多年册”，是将4年—10年的邮票与小型张（或某类邮

票）集中于一本定位插册中。“多年册”也具有邮票查找便利的特

点，且邮册的占位较小，费用略低于年册。最大的不足是每年的

邮票不能及时就位，必须将邮票先存放于一般邮册中，几年之后，

“多年册”面市，才能将邮票定位存放。

　　三是“双保护活页册”，这也是一种“多年定位插册”。该册

类似文件夹，有20个—30个塑料套，套中可插入活页的邮票定位

页。定位页与年册的相似，但正反两面都有邮票的位置和资料，

每本活页册约可存放3年—5年的邮票与小型张。由于邮票活页

纸极少出现翘曲变形，故十分有利于邮票和小型张的存放、观

赏，占位也比较小，费用与“年册”基本相当。

　　这几种定位册都有4方连邮票的定位插册，供收集4方连邮票

的集邮者保存邮票。但是，目前各种定位插册的共同缺点是：邮票

的位置安排过紧，间隙太小，带有厂铭或边纸的邮票不便存放。

　　除上述之外，存放集邮册的地方也要谨慎选择。总的要求，

就是要通风、干燥。另外，靠近化学品的地方，不能存放集邮册；

靠近厨房、锅炉房等持续高温的环境，容易使邮票齿孔四周发

黄或图案褪色，也不能存放邮册。此外，长期潮湿或是太阳直射

的地方，都是忌放邮册的场所。如果要把集邮册放在书橱或书架

上，则应放在上层，尽量不要放在底层近地处。邮册不论存放在

什么地方，都应该直立竖放，不要一本本压放。竖放时也不要挤

压得太紧，应略为松开一点为好。

邮票须防潮、防蛀、防变 

　　防止邮票的受潮发霉是保存邮票应注意的首要问

题。我们应该使邮票经常处于清洁、通风的环境之中。

在天气比较干燥的日子，如秋冬时节，最好翻动一下集

邮册，使空气流通并驱散潮气。另外，在潮湿和多雨季

节到来之前，选一个晴朗干燥的日子，将集邮册竖起

来，打开成扇形站立，使集邮册里的空气得以流通，过

几十分钟后再收起来保存。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

是，决不能把集邮册放在太阳光下曝晒。阳光中的紫外

线可能会使邮票的颜色发生变化，而变色或褪色的邮

票是品相不好的邮票。在潮湿和多雨的季节，应尽量少

打开乃至不打开集邮册，因为在潮湿的空气中邮票容

易吸收潮气，甚至会生霉点。      

　　无论是整理还是欣赏邮票，都要把手洗干净，养成

使用镊子的习惯，不能图方便直接用手去接触或取放

邮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手经常会沾上脏污，特别是

夏天，由于气候炎热，手指上有汗水，这时，假如用手拿

邮票，一段时间后，邮票上就容易泛出淡黄色的汗渍，

邮票的品相就被破坏了。整理邮票时，要在整洁的桌面

上进行。邮票放进邮册以后，也不要频繁移动，以免齿

孔和四角受损伤。为了不使邮票受潮发霉和被虫蛀，可

在存放邮册的箱、柜里放一些干燥剂和樟脑丸。      

　　邮票是娇贵的“美丽天使”，为了保护它，使其永

富迷人光彩，我们还要帮它穿上“衣裳”——套上护邮

袋。现在，集邮公司或集邮交易市场常有各种护邮袋出

售，应选择型号适合且质量好的护邮袋。邮票套护邮

袋时，护邮袋的开口要朝上，以便排除潮气。有一种两

边开口的护邮袋，也比较有利于通风和排除潮气。有的

集邮者喜欢用玻璃纸来包裹邮票，那样不仅不能保护

邮票，反而会使邮票受损，因为邮票在里面容易受到霉

菌的侵袭，长出霉点。另外，护邮袋决不是“保险袋”，

要定期抽出邮票检查护邮袋，如果发现护邮袋里有斑

点，说明已受到霉菌的侵蚀，最好为邮票换上一个新的

护邮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