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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 １９４９ 以来中国发行的水利邮票系统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新闻学相关知识，对邮

票反映的水利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总体来看，邮票反映的水利形象可归纳为：水利是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洪、灌溉与城乡供水以及大型水电站建设是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
现阶段水利发展前景良好，水利人具有无私奉献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水利建设和发

展的环境优美。 邮票上的水利形象基本反映了中国 ６０ 年来水利发展的实际形象，但与客观、真实

的水利形象相比，还存在一定偏差，建议水利部门积极加强与国家邮政管理部门的沟通，从思想认

识、选题规划、科普宣传以及特色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对邮票中水利形象的塑造，为新时期水利发

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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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票素有 “国家名片”之称，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１］ 。 我国自古以农

立国，水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以水利为题材的纪念邮票（以下简称“水利邮

票”）不仅成为邮票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

得到广大集邮爱好者的重视和青睐。 如《世界水

利邮品博览》收集了近 ２００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的

２ ２００余枚水利题材票、封、片、戳等邮品，形象生动

地介绍了世界各国水利事业及发展的辉煌成

就［２］ 。 部分学者则对水利邮票进行了研究［３⁃６］ ，这
对丰富水文化内涵、弘扬水文化精神起了积极作

用。 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一方面，这些研究基本上

是一种表面上的介绍，对邮票中蕴含的水利建设

和发展的规律及特点，鲜有涉及；另一方面，这些

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个案举例的方式进行描述的，
缺乏系统性。

２０１１ 年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对水文化工作要“动员

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水利工作”。 同年年底，水利

部制定并公布了未来 １０ 年 《水文化建设规划纲

要》，强调指出，要加强水文化研究，更好地为水利

改革发展做好文化服务。 基于此，笔者以 １９４９ 年后

中国发行的邮票为基本资料，在对其中水利邮票系

统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水利学、新闻学等知识，
试图揭示邮票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以为新时期

水文化建设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一、新中国水利邮票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资料和收录原则

主要根据中国集邮研究学会编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邮票目录（２０１１ 年版）》 ［７］ 进行整理，部分邮票

信息参照《新中国邮票知识图鉴 ２０１１》 ［８］ 补充。 收

录原则确定如下：①对套票名称为水利内容的，全套

收录。 主要包括有著名水利工程、重要水利事件以

及江河湖泊风光等。 ②对套票名称不是水利内容，
但其中个别邮票涉及水利内容，收录原则为：其一，
图案名称是水利内容，直接收录；其二，图案全部或

局部是水利内容的画面，也予以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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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统计分析

据上述原则，从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我国

发行的水利邮票约 １８０ 枚。 其中，套票以水利为题

材的 ３８ 套 １２３ 枚，套票不以水利为题材但单枚邮票

的图案名称或画面为水利内容的 ４４ 枚，涉及套票

３３ 套，另有 １ 张小本票和 １２ 套小型张。
从发行年份和数量上来看，大致以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为界，可划分为 ３ 个时期。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年

间，不仅发行年份少，而且发行数量小，３５ 年间仅有

１９ 年发行水利邮票，且发行数量最多的年份也没有

超过 ４ 枚。 １９８４—１９９７ 年间，发行年份基本上比较

连续，每年的发行数量也有所增多，但发行数量最多

的年份没有超过 １０ 枚。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是水利邮

票迅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呈现出发行年份连续、发行

数量多的特点，共发行水利邮票 ９１ 枚。 特别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这 ４ 个年份，每年的发行

量都在 １０ 枚以上，共计 ５０ 枚，约占这一时期总发行

量的 ５５％（见图 １）。

图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０ 年我国水利邮票发行数量统计

二、新中国水利邮票的特点

邮票是一种文化载体，水利邮票承载着对外宣

传水利形象的重任。 从邮票反映的主题内容看，呈
现出以下特点。

１． 以反映辉煌灿烂的水利事业为主线

新中国发行的水利邮票，若按事件发生的时间

进行排序，就是一部简明中国水利发展和建设史，不
仅反映了我国水利事业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且反

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 如套票

“１９９６⁃１０ 河姆渡遗址”，反映的是大约公元前 ７ ０００
年至 ５ ０００ 年间长江中下游先民从事的早期水利活

动 ［９］。 以现代水利为题材的邮票中，反映新中国水

利建设辉煌成就的邮票很多，如淮河润河集分水闸

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闸；新安江水电站为新中国

第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是我国首座

百万千瓦级水电站，也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水电站，被
誉为“黄河明珠”，等等。

２． 区域特色鲜明

我国地域广阔，地理类型多样。 从邮票内容反

映的空间特征来看，水利邮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

色。 大型工程建设方面，大致以第二、三阶梯分界线

为界，此线以西地区多以防洪和发电等为主，如
“２０１２⁃１２ 黄河水利水电工程”；此线以东地区则以

引水和通航等为主，如 “ Ｔ． ９７ 引滦入津工程”、
“２００１⁃１６ 引大入秦工程”等。 环境水利方面，北方

基本以自然环境为主，如长白山、向海、喀纳斯自然

保护区等；南方则较多反映城市与河流的密切关系，
如“１９９６⁃２６Ｍ 上海浦东”等。

河湖自然风光方面，北方呈现出数量少、范围局

限的特点，主要集中在黄河上游和松花江，主要景点

如青海湖、镜泊湖、长白山天池等；南方则呈现出数

量多、范围广特点，地域上遍及长江、珠江、淮河、太
湖流域以及西南国际河流，主要景点如长江三峡风

光、桂林山水、太湖、杭州西湖、巢湖等。
３． 时效性强，时代特征明显

时效性是就邮票发行的时间和邮票内容反映的

事件发生的时间二者之间的间隔而言的。 新中国水

利邮票的突出特点是时效性强，如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发

行的套票“十三陵水库”，是为了纪念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

修建完成的十三陵水库，仅相差 ４ 个月；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发行的套票“新安江水电站”，是为了迎接 １９６５
年新安江水电站胜利竣工；１９９７ 年发行的“长江三

峡工程·截流”、２００３ 年发行的“长江三峡工程·发

电”、２００３ 年发行的“南水北调工程开工纪念”、２０１０
年发行的“新中国治淮六十周年”等，发行时间与事

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同步进行的，时效性非常强，这类

邮票也更具有纪念意义，蕴含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从不同时期水利邮票的选题看，时代特征明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水旱灾害频发，国家水利建设

以大江大河治理为主，相应这一时期的水利邮票多

以江河治理为主。 ２０ 世纪 ８０ 至 ９０ 年代，国家水利

投入有所下降，水利建设进入一个低潮时期。 这一

时期水利邮票的题材转向以河湖自然风光为主，以
桂林山水、长江三峡、杭州西湖、太湖为代表的著名

山水风景点成为水利邮票的主流。 ２０ 世纪末以来，
国家水利建设除传统的江河治理外，城市水利、环境

水利等问题得到水利部门的重视，这一点在水利邮

票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如“２００７⁃１５ 重庆建设”、
“２００８⁃１４ 海峡西岸建设”等。

４． 工程类型突出

参照水利学科分类体系，初步将新中国发行的

水利邮票简单归类，可以看出，各时期发行的水利邮

票虽然受时代特征影响，所选择的主题不同，但以水

利工程为主题的邮票始终是各时期的主流（表 １）。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发行的水利邮票中，著名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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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如淮河润河集分水闸、佛子岭水库、三门峡水利枢

纽、十三陵水库等，６０ 年代邮票中的著名水利工程如

新安江水电站，７０ 年代邮票中著名水利工程代表如

红旗渠、刘家峡水电站、青铜峡水利枢纽等，８０ 年代

邮票中典型水利工程如葛洲坝水利枢纽、引滦入津工

程、龙羊峡水电站等，９０ 年代邮票中典型水利工程如

都江堰水利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灵渠等，均在邮票上

有所反映。 进入 ２１ 世纪后，随着国家对水利建设投

入的增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力度加大，邮政管理部门

也紧随形势，适时发行了相关套票。 如二滩水电站、
引大入秦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南水北调工程等。
此外，为纪念 ２０ 世纪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一时期

还发行了以 ２０ 世纪著名水利工程为主题的特种邮

票，如 “２００２⁃１２ 黄河水利水电工程”，包括：李家峡水

电站、刘家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以及三门峡水电

站； “２０１０⁃２４ 新中国治淮六十周年”，１ 套 ４ 枚，分别

为：南湾水库、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以

及南四湖二级坝水利枢纽等。
表 １　 新中国水利邮票分类

分类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６０
年代

７０
年代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

２１
世纪

合计

水利工程 ７ ４ １３ ７ ６ １４ ５１
江河治理 ４ ４ ８
江河风光 ２ １４ ２３ ２３ ６２
环境水利 ２ ４ １５ ２１
城市水利 １ １１ １２

水利精神与文化 ２ ２ ４ ８
水利史 １ ３ ６ ８ １８

三、邮票视角下水利形象的再现

《现代汉语词典》“形象”一词的解释：能引起人

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状态或姿势。 水利形象是

一种行业形象，大致可简单理解为社会公众对水利

行业客观形象的一种总体、抽象、概括性的主观认识

和评价。 借鉴区域形象理论［１０］，尝试对水利邮票所

反映的水利形象进行初步分析。
１． 实力形象

水利行业形象中，实力形象主要是反映水利建

设的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防洪抗旱、水文水资

源、农田水利、水土保持、水力发电、环境水利、水利

管理、水利科技与教育等。
邮票中的水利形象，首先是水利成功肩负起了

江河安澜的重要使命，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筑起了坚固的屏障，如黄河治理、淮河治理、长江

三峡工程的建设等。 其次，以农田灌溉和城乡供水

为主的民生用水也是水利建设的重要任务。 如十三

陵水库、引滦入津工程、引大入秦工程以及南水北调

工程等。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

溉面积从 ０ １６ 亿 ｈｍ２ 扩大到 ０ ５８ 亿 ｈｍ２，占世界

总数的 １ ／ ５，居世界首位。 而早在 ２００４ 年底，基本

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
此外，水电是清洁可再生能源，是实现能源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即重视水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 １９６５ 年建成的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

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第一座大型水电

站；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黄河上游干流先后建成

了 ５ 个超过百万的大型水电站。 这些标志性工程在

邮票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同时期发行的以反映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为主题的套票，大多包含有以

水电站为题材的单枚邮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十周年”、“胜利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等。
２． 发展形象

发展形象主要反映水利行业自身内部各领域发

展的质量、水平和潜力。 新中国水利邮票反映的水利

发展形象，总体来看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二是中央治水思路和方针

政策。 前者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家对水利投入下

降，这一时期水利邮票的选题转向以反映河湖自然风

光为主，与其他时期以重大水利事件或重要水利工程

为主的题材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后者如

１９９８ 年大水之后，随着国家治水方略的转变，水利邮

票中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内容的邮票数量增多，城市水

利、自然保护区等都成为水利邮票的选题。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水利建设的重

视，水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可以预测，
以反映水利行业各个领域突出成就的内容将是今后

水利邮票的主要内容。
３． 群体形象

群体形象主要反映水利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凝
聚力、对外交往能力和组织管理水平。 新中国水利

邮票中的群体形象，以红旗渠精神和抗洪精神为代

表，突出表现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顽强拼搏、众志

成城。
红旗渠精神源于红旗渠灌区的建设。 红旗渠位

于河南林州，沿线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陡峭，地
质构造复杂，工程十分艰巨。 从 １９６０ 年开始，河南林

州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
干 １０ 个春秋建成［１１］，被称为“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

迹之一” ［１２］。 红旗渠的建成，不仅结束了河南林州十

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还孕育了“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抗洪精神源于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８ 年的两次严重洪

涝灾害。 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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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

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精

神，与洪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取得了抗洪胜

利。 同年 ９ 月，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抗洪赈灾》
附捐邮票。 画面风格简洁明快，既表现出抗洪斗争

中波涛滚滚的惊险镜头，又寓意着全国人民众志成

城的特写“众”字。
４． 外观形象

外观形象即水利行业对自然环境的优化和美化

程度。 新中国水利邮票中，水利外观形象最直接的

反映当数以水利风景区为题材的邮票。 此外，以自

然保护区以及城市与水关系为题材的邮票也是水利

外观形象的内容。
河湖之美主要体现为水利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区

中优美的自然环境。 水利风景区是以水域（水体）
或水利工程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风景资

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或科

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区域。 水利部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

水利风景区的评选工作，截至 ２０１１ 年，已批准 １１ 批

共 ４７５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 以水利风景区为题材的

邮票如新疆天池、五大连池等。 此外，水是自然资

源，自然保护区自然也包括水体（水域）在内，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的邮票如三江源、向海、喀纳

斯、长白山等。
另外，我国城市大多依水而建、依水而兴，除了自

然赋予的水源条件外，众多水利工作者的建设也是推

动城市发展的主力军。 正是在广大水利人的不懈努

力和无私奉献下，在满足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之

外，还创造了城市优美的环境风貌，积淀了丰富的城

市水文化，也成为城市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 如上海

与黄浦江、重庆与长江和嘉陵江，厦门与闽江等。

四、水利形象的重塑

１． 重塑水利形象的思考

水利邮票所反映的水利形象，基本上是 １９４９ 年

以来水利形象的实际反映。 但与客观、真实的水利

形象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如堤防作为防洪抗旱

减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次也没有出现；农村水

电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没能得以体现等等。 此

外，１９６５—１９７１ 年连续 ７ 年没有发行过任何以水利

为主题的邮票，出现了形象塑造的断层。 以下结合

形象塑造的原则和内容，对重塑邮票中的水利形象

初步思考如下。
（１）真实的水利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

国家形象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领

域的交流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水利作为国民经济

基础，水利形象的塑造就不仅仅是宣传水利建设和

发展的窗口，而且还是宣传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窗口。
（２）加强邮政管理部门与水利主管部门的联系

沟通是塑造良好的水利形象的前提

目前，我国邮票的策划、选题和发行由国家邮政

管理部门负责，造成水利邮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相

分离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水利邮票的发行。
如 ２０１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水利为主题发布，这是我

国水利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一直到 ２０１２ 年邮票

发行计划，仍未见到任何水利题材的邮票。
（３）全面、真实反映水利发展与建设成就是塑

造良好水利形象的基础

在水利邮票的收集中，部分邮票的图案名称与

画面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名称较为抽象、模糊，
如 １９５２ 年发行的“淮河水闸”，对受众而言，就比较

模糊。 实际上，画面内容反映的是淮河干流上的润

河集分水闸，位于安徽省霍邱县境内，控制淮河干流

正阳关以上 １０ 条河流的水量。 如果图案名称中能

明确指出具体名称，其内涵意义就会丰富很多，形象

塑造的效果也会好很多。
（４）水利邮票主题的统筹规划是塑造良好的水

利形象的关键

邮票中水利形象的塑造是以单套或单枚邮票为

单位逐步累积起来的效果，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１９４９ 年以来，水利邮票 １８０ 余枚，平均每年不足 ３
枚。 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一旦接受了某种水利形象，
想要改变会比较困难。 因此，一定时期内水利邮票

的主题最好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规划，然后围绕规划

目标，逐步实施。 如果缺少规划，难免会塑造出多种

形象，造成受众无所适从，反而不清楚真实的水利形

象了。 如都江堰、灵渠和郑国渠为我国古代著名的

三大水利工程，代表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建设的成

就。 以都江堰和灵渠为主题的邮票先后在 １９９１ 年

和 １９９８ 年发行，但以郑国渠为主题的邮票一直到现

在也没有出现。 这就造成人们在通过邮票了解古代

水利知识时，产生错误认识，认为郑国渠不重要。
２． 重塑水利形象的若干建议

基于上述思考，结合对水利邮票所反映水利形

象的分析，提出重塑水利形象的建议如下：
（１）加强对水利形象重要性的认识

水利形象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水利事业能否

顺利建设和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水电是

一种清洁型能源，世界各国都大力发展，发达国家的

水电能源开发程度都在 ８０％以上，目前我国水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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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率仅为 ２９％，但在开发过程中却遭遇严重的国际

和国内社会舆论压力，开发建设多次中断，很大程度

上就是社会公众对水利形象的认识不足造成的。 邮

票作为一种公共的社会宣传平台，是塑造水利形象

的重要窗口，建议水利部门给予积极重视。
（２）做好水利邮票的策划和选题规划工作

建议水利主管部门积极参与水利邮票的策划和

选题工作中，及时将水利建设中发生的重大水利事

件和工程建设成就以及重大水利方针政策的调整等

内容，及时反映给邮政主管部门。 一方面，这可以保

证邮票中水利形象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更多平

台更大范围宣传水利建设成就，在更大范围塑造良

好的水利形象。
（３）有针对性地开展水利科普宣传工作

水利的专业性、技术性都较强。 行业外人员对

水利专业知识不会了解很多，这就需要广大水利工

作者及时将工作中的新成果、新知识向广大的社会

公众进行普及教育。 如新中国 ６０ 年来，水利建设方

针经历了从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再到民生水利的

认识上的转变。 但这对水利之外的广大社会公众，
并不清楚这些概念性的提法具体都是什么内容，这
就要求水利工作者根据新的形势，及时普及水利知

识。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向邮政管理部门针对性

地组织水利科普专片或专门的知识读物，使邮政工

作者更多地了解水利，认识水利，从而更好地在邮票

中反映和宣传水利。
（４）加强水利特色文化建设

特色文化是各行各业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 长

期以来，水利部门重视工程建设和技术进步，对文化

建设重视不足，造成水利行业内人文精神的内容不

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利形象的塑造和宣传

推广。 此外，“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
目前尚无见到具体内容的阐述。 相比之下，红旗渠

精神、抗洪精神等内容就较为具体，给受众的影响也

较为深刻。 因此，建议水利部门加强业内特色文化

建设，使水利事业不仅仅是水利人的事业，也成为全

社会热爱的事业。

五、结　 语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水利在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新

时期为推进水利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做好水利形

象的塑造和宣传工作是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从目前水利部门官方网站以及水利部门主办期刊

等来看，有关这方面的专题文章很少。 基于此，本文

以新中国发行的水利邮票为对象，对邮票上展现的

水利形象进行了初步分析。 总体上，邮票中的水利

形象大致可概括为：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防洪、灌溉与

城乡供水以及大型水电站建设，现阶段水利发展形

势良好，水利人具有无私奉献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的优良作风，水利发展与建设环境优美等。 这一形

象基本上符合 １９４９ 年以来水利建设和发展的实际

情况，但与客观、真实的水利形象相比，仍存在偏差。
分析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邮政管理部门对水利

工作认识不够造成的。 鉴于此，建议水利部门在大

力加强水利建设工作的同时，加强与邮政管理部门

的沟通，从思想认识、选题规划、科普宣传以及特色

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强对邮票中水利形象的塑造工

作，为新时期水利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水利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形

象的塑造和宣传除水利部门有关的新闻宣传单位

外，其他与水利有关的行业和领域也是重要的宣传

窗口和平台。 本文仅以邮票为例，对邮政部门塑造

的水利形象进行了初步分析。 如果能将更多与水利

相关领域纳入分析视野中，相信对塑造全面的水利

形象有很大帮助，社会上对水利的认识也会更为全

面、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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