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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中學時就開始集郵，但我算不上是

郵迷。當年考上廣州市第十三中學，文

德路校門前有個小地攤，出售來自世界

各地的郵票。可能是因為我喜歡欣賞圖

畫，郵票中的圖案和插圖都很有吸引

力，就開始集郵了。在廣州上學的四年

裏，於香港打工的爸爸

常寄信給我。信封上有

印刷精美的郵票，於

是我要求他幫忙收集各

地郵票，這些都成為我

珍貴的藏品。初中二年

級那年的暑假，我申請

到香港與父母團聚，集

郵簿也是隨身帶着的行

李，至今還留着這份少年時代的生活回憶。

來港定居後，我進入艱苦生活的年代。

我當上裁縫學徒，工作時間長，失去了

求學和生活的餘閒；集郵的興趣也漸漸

淡去。但想不到十多年後，我成為郵票

設計師；二十年後，我更偶遇一位真真

正正的郵迷！人生中很多意想不到的人

和事，回想起來使人倍感珍惜。

我自小有當畫家的夢，但從未想過要做

設計師，也不敢妄想設計郵票（當年香

港郵票都是由英國人設計的），更想不

到我會在香港郵票設計史上留下一些難

以打破的紀錄。

在我的設計工作中，郵

票設計不算是最重要的

範疇，亦從沒有計劃要

出一本專集，然而，

在參與設計郵票的時間

上，我足足跨越了五個

年代，受眾之多不容

輕視，更難得是老少皆

宜，家喻戶曉。這種種虛榮心，卻也比不

上有這樣一位交往四十年的郵迷，為我寫

作一本郵票設計專論。

1987年初，香港郵政局轉來一封信，是

住在汕頭的一位集郵者寄到香港郵政總

局轉交給生肖郵票設計師親啟的。他不

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郵政局會怎樣

處理沒有收信人地址和姓名的郵件。這

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深受這位純真的

年輕人的誠意所感動，也很欣賞他寄來

的第一本中國郵政發行的生肖郵票小本

票。這枚中國郵政出版的首枚兔票具民

俗審美，同時充盈着童

趣，與我前後的兩枚兔

票各異其趣。這也正好

體驗了郵票反映着各地

不同時代的文化風尚。

我毫不客氣地向這位名

叫吳瑋的郵迷，提出兩

地生肖票的交換計劃：

他將收到我設計的香港

第二系列生肖郵票的簽名首日封；我將

收到中國郵政首系列各年出版的生肖票

小本票。這成為我的珍貴郵品收藏，亦

展開了一段郵迷與郵票設計師的友誼。

吳瑋與我除了交換生肖郵票外，還漸漸

擴大了郵品主題的範圍。他常寄贈中國

郵政30年來各種紀念和特別主題的首日

封，亦開始追蹤搜羅我上世紀70年代以

來曾設計的其他郵票和郵品，甚至不是

我設計的郵品中，發現有我的作品圖像

出現，也成為他珍而重之的藏品。

由集郵開始，吳瑋與我結下魚雁之緣。

當初他不知道我是個

專業平面設計師，到

後來在報紙上看到評

介我的商標作品，才

慢慢更多了解我的職

業。想不到他在上大

學後，本來是建築學

系的學生（可能是受

我作品的影響），自

學標誌設計，還把一些習作寄給我，希

望我評論。這是很不容易的事！

平面設計是一門專業，不是畫個圖案這

麼簡單！作為一個愛美術的學生，課餘

參與藝術設計活動是好事，鍛煉一下創

作潛能，我只能對他關愛地鼓勵，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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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淺白易明的意見。同時，我又希望讓

吳瑋更全面地了解設計專業的概況。剛

好我受台灣雄獅圖書委約而著寫的《商

業設計藝術》出版了，就贈給他學習。

本來當年我的另一本著作《平面設計實

踐》（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對初

學者更為重要（簡體修

訂版為《視覺傳達設計

實踐》，北京大學出版

社）。一本將平面構成

美學基礎，以實踐案例

分析評述的書，深受讀

者歡迎。我以為吳瑋學

習建築設計，這類基礎

美學應有一定修養。後

來，我才發現自己的評估是錯誤的，他

也自評「美感方面較弱」，這是難以設

計優秀作品的。

吳瑋大學畢業後沒有發展他所學的專

業，決定改行從事平面設計，與友儕合

創了設計工作室。他經常要我幫忙購買

設計比賽的作品集作為學習的範本；透

過這類參考書是可以獲得一些當年優秀

作品的資訊，也有助欣賞設計時尚與

新風格，但如果只依賴為「借鏡」的模

本，是非常錯誤的。幸好我及早發現，

給予忠告，不至走錯了路。

吳瑋是個有堅定志向的

人，他的平面設計水平

慢慢在進步，很想跟隨

名師，指導他工作，並

在較專業的設計機構去

發揮潛力，他更想進入

我的公司學習，但條件

並未成熟。我們第一次

見面已是1999年，吳瑋

到佛山聽我的學術講座。2002年，我在

深圳開設了「靳與劉設計分公司」，翌

年，吳瑋最終願望成真，入職我的公司

當設計師。當年，我致力於開拓國內設

計專業市場，每週幾次到分公司工作。

吳瑋雖然是個遲來者，也算是親自與我

一起工作過的晚輩。

人與人的緣是很微妙的事，吳瑋和我的

緣是在生活興趣和事業所產生的，怎能

與人生和愛情結下的緣相比呢？吳瑋的

愛情與婚姻改變了他的事業，他開拓了

新的設計領域。他將自己多年累積的平

面設計經驗，與他的本

科建築學知識，運用在

建築環境標誌系統上。

看來這是吳瑋的明智選

擇，也可能是由來有因

的另一種緣分。

吳瑋近年要寫一本有關

我的郵票設計，記錄我

們相交相知的書。這是

我意想不到的人生際遇，也是別具意義的

事。在籌劃和寫作的過程中，可感受到相

互成果的要求與期盼。這不是單純的一本

郵票設計作品集，而是多角度、多層次的

書寫，是關於愛好、夢想和創作的分享，

希望可以引起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

2020年6月，本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發行了簡體版，深受讀者和集郵愛好者喜

愛。為更方便滿足香港郵迷購藏，也適逢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萬里機構

決定將這書重新增訂，出版別具紀念價值

的繁體版。在這書完稿後幾年間，我在郵

票設計工作上新增了不

少有趣的故事，尤其是

成功設計了香港郵政發

行第四系列生肖郵票的

牛年和虎年生肖郵票，

有更豐富的設計過程記

錄。經吳瑋細心整理寫

作，本書增加了近20頁

的內容。希望讀者能更

深入了解郵票創作上鮮為人知的歷程，

也希望這些經驗分享可促進郵票設計的交

流，令更多年青一代的設計師對郵票設計

產生興趣。願香港郵票的水平不斷提高。

靳埭強

2022年5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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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萬國博覽會郵品

大阪萬國博覽會香港館的平面設計工作，由鍾培正老師的

恒美商業設計公司負責。靳埭強當時已在該公司工作兩

年，已經由設計師升任美術主任，成為公司的主筆，該項

目自然是由他負責。

平面設計的項目，包括了郵品（圖27）等。很可惜，由於郵

票設計早已由郵票承印者英國Bradbury. Wilkinson. &. Co..

Ltd.負責，他沒有機會設計此套郵票。（很明顯，郵票對

比郵折，現代感有差距。）

聊以自慰的是，他設計了此套郵票《CS00027. 一九七○

年世界博覽會》的官方首日封（圖28）。他使用了剪影手

法，以噴筆刻畫出香港館上的風帆，結合以簡潔的平塗色

彩，把「傳統」的風帆用現代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也是靳

埭強第一次設計郵品。

有志者事竟成，他的郵票設計時代，即將到來。

1970年，隨着非通用郵票的發行計劃固定為每年3套以及

本地題材的增加，郵政署認為之前的郵票全部委託英國設

計師已不合時宜，於是開始委託本地設計師設計。為公平

起見，郵政署委託香港博物美術館（現稱香港藝術館）推

薦本地設計師，準備由他們進行有償設計競稿（每次邀請

三位以上的設計師競稿，每人都付給設計稿費），並向他

們支付設計稿費。

此時，主辦此事的是香港博物美術館副館長王無邪（靳氏

的設計學啟蒙老師）。青年才俊靳埭強，自然在他的推薦

名單之內。同時，名單內還包括另外兩位本地的藝術家和

設計師。

第一次機會，是1971年豬年生肖郵票。

第一輪豬年生肖郵票

香港第一輪生肖郵票，由1967年羊年開始，是兩岸四地

最早發行的生肖郵票。此前的4套分別由V..WHITELEY和

R..Granger.BARRET設計（圖29、圖30、圖31、圖32）。由於外

國設計師不太懂中華文化，所以設計的生肖郵票顯得「古

老」，而且不倫不類。

圖.27

圖.28

圖.29

圖.31

圖.30

圖.32

來到1971年豬年生肖郵票，這是香港史上第一次以「邀請

競稿」的方式進行郵票設計，一共邀請3位華人設計師，

要求每人提交4倍大（郵票尺寸較小，設計稿通常為原大

的4-6倍）的豬年郵票設計稿各一套2枚。3人在期限前提

交了設計稿，是使用手工製作（手繪之外亦利用一些輔助

的材料、工具和暗房技術等），當時並沒有見到郵局負責

人，未能當面介紹方案。

當時，正是「六七暴動」之後的政治敏感時期，當局對此

套郵票設有規限，例如，不准用日出圖案；不准用紅色；

不准用中國圖騰；不准用白皮豬（「白皮豬」是侮辱洋人

警察的綽號）。創作先天條件受到限制，但靳埭強還是竭

盡全力。

靳埭強的提案，是使用其在新界拍攝的黑白相間的花豬作

為圖像（圓滾滾，頗有豐裕的象徵），使用較現代感的構

圖，兩枚郵票分別使用草綠配金、紫配金較雅致的顏色，

還特別在圖像的背景，加上了橙色條紋的處理，意圖加強

較豐富的視覺效果。

之前由外國人設計的生肖郵票，由於外國人不懂中文，所以

中文是直接使用香港方面提供的書法。而靳埭強在設計豬年

郵票時，採用的是比較現代的黑體，以配合郵票的風格。

此方案順利獲得了郵政署的採納，並製作了設計正稿，準

備付印。

按規定，英聯邦發行的所有郵票，需由英國女皇批准。通

常，這只是一種形式。靳埭強滿心期待着他的郵票設計首

秀的誕生，結果卻出乎他的意料！

最終發行的郵票，圖像「花豬」被修改成「野豬」，橙色

條紋亦被取消，其他設計保持不變。這些改變，已明顯削

弱了原設計的神采。

而且，事前他並沒有收到通知。因此，他初睹實物時非常驚

訝，從滿懷期待到產生失望與無奈的情緒，五味雜陳。這讓

他一直耿耿於懷，「好像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任務」。直

至今日，每逢他被問起「哪個是您的作品中覺得比較不滿

意的」，靳叔總以此為例，亦很少會把這套《豬年郵票》

放在作品集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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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圖.34 圖.35 圖.36b

圖.36a

當然，集郵者不知內情，且較為欣賞及滿意此套於1971年

1月20日發行的《歲次辛亥（豬年）》郵票（圖33）。靳埭

強由此成為「第一位由香港郵政署邀請設計發行郵票的華

人」。

自此，靳埭強在郵票設計方面的才華一發而不可收，雖然

每次都需要競稿，但他是常勝將軍。從1971年豬年郵票開

始，連續四套香港郵票均由其操刀，這一年，是香港郵票

的「靳埭強年」。

靳埭強的雄心，「使香港郵票達到了國際水平」。因此，

滿足集郵者與大眾的審美需求，僅僅是他的底線。接下來

的三套郵票，他使用的手法超越了豬年郵票。

童軍鑽禧郵票

1971年7月23日發行的《童軍鑽禧紀念1911-1971》郵

票（圖34），在每一枚中均使用「60」—鑽禧是60周年

的意思。「60」以等寬線條構成，猶如運動場跑道的形

態，並使用三種平塗色彩，使「60」有向前突出的感覺，

中間再疊以反白的童軍標誌。在構圖方面，「60」佔據

左大半，右邊從上到下，以英文面值、女王側面剪影、票

名等排列。從整體上看，女王好像在凝視着左邊的童軍標

誌，甚有意味。設計以「圖形」代替「圖像」，不以相片

體現主題。3枚郵票使用的色組完全不同。

「60」也像英文“GO”，代表“Go. ahead”（超越）。

郵票圖案是經過全港童軍領袖戴麟趾總督批准的。這設計

手法與他當年的商業設計風格是一脈相承的。靳氏的設計

基礎是包豪斯的構成觀念。

1971香港節郵票

在1971年11月2日發行的《一九七一年香港節》特別郵票

中，他使用了「彩色鉛筆插圖」的手法。靳埭強於1969年

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之商業設計文憑課程的畢業

設計作品，便是一套《四大小提琴協奏曲唱片封套系列》

（圖35）。作品的主圖是他使用彩色鉛筆手工描繪的四隻蝴

蝶，該習作獲得畢業考試第一名。

此套郵票分為3枚，第2枚為「蓮花舞」，第3枚為「市

花（洋紫荊）與舞龍」，而第1枚只有「香港節」的標誌

（旋轉的彩球，是外國設計師的手筆），由於郵政署指定

只能單獨使用節徽，因此沒有彩色鉛筆元素，看起來與其

他兩枚不夠統一。

集郵者對這套郵票褒貶不一，據陳漢樑先生在《香港百年

紀念郵票》一書中載述：

靳埭強先生為香港設計的郵票，在社會上頗具爭論，例如

這套郵票，面值一角那枚，有人毀之曰「似成藥之封口

紙」；譽之則說簡潔明白。面值五角那枚也是，毀之曰「

圖案畫得很抽象，色素也極沉悶」；譽之則云「畫法若隱

若現，飄飄若仙，極具美態」。一元那枚，有說它「色調

很不協調，一眼看來活像一朵快要凋零的花」。也有說設

計別致，尤以群龍獻瑞，「見首不見尾」為佳。

藝術作品就是這樣，面對不同的欣賞者，因各人的背景、學

識、藝術修養不同，便有不同的觀點（圖36a、圖36b）。

靳埭強的設計很早就奠定了他在設計界的地位。1964年，

石漢瑞（1934年生於維也納，於紐約成長，先後在巴黎索

邦大學及美國耶魯大學深造，師從設計大師保羅�蘭德）

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平面設計公司。1966年，留學德國後回

到香港的鍾培正創立了恒美商業設計公司。其後，專門致

力於平面設計的公司寥寥可數。

1968年，靳埭強學習設計一年後，加入了恒美商業設計公

司，在幾年間成為設計工作室的創作總監，30歲之後就獲

得了一個後來名震設計界的尊稱—「靳叔」。

靳埭強從事裁縫工作時，師弟稱他為「強哥」。學設計之

後，同學親切地稱呼他為「老靳」（因為「強」是很普通

的名字，而姓「靳」的卻非常少）。1970年起，他開始擔

任老師，被稱為「靳Sir」（“Sir”一般被用來稱呼警察

和男老師）。

在公司裏，他雖然年紀不大，但影響力卻很大；在設計

界，他算是第一代學生。他還留有白頭髮兼鬍鬚，除了

同輩（原同班同學）叫他「老靳」外，下屬和後輩都稱他

為「靳叔」。「叔」是尊稱，有老行尊的味道，被稱為「

叔」，代表其地位獲得了認同。

當時，他為香港電台做設計工作，也常接受採訪，「靳

叔」這個稱謂經由媒體慢慢傳開。至20世紀80年代初，公

眾已普遍知曉這個名字，行業內也使用這個名字稱呼他。

及至後來，他的水墨畫小品和書法的落款有時也使用這個

名字，「靳叔」也刻成了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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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a

圖.37c

圖.37b

第一輪鼠年生肖郵票

1972年2月8日發行的《歲次壬子（鼠年）》特別郵票

（圖37a），是靳埭強郵票設計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也是他引以為榮的作品，但卻引起了「大風波」。

連續競稿贏得兩套郵票設計後，提交鼠年郵票設計稿時，

靳埭強當面將方案遞交給郵政署署長，並親自介紹了兩套

方案。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鼠年生肖郵票從來都是比較難

設計的。意圖突破的他，提交了兩套方案，即「剪紙」與

「瓜子老鼠」。前者是將民俗剪紙加以傳承構形，而後者

則是「幾何造型手法」上的創新。

靳埭強很高興，郵政署最終決定採用「瓜子老鼠」

（圖37b）這個前衞的方案發行郵票。

唯一的改動，是高面值那枚，原設計是方角鼠頭朝上—

這樣，當兩枚郵票上下貼用時，整體呈現出了一朵四瓣花

朵（圖37c）。但郵政署以皇冠圖案不能在下面為由，要求

高低面值採用相同的方角鼠頭朝下的構圖。

「剪紙」方案草圖，沒有經過靳埭強的修正及製作正稿，

直接作為首日封圖案。

陳漢樑先生在《香港百年紀念郵票》一書中，載述如下：

靳埭強君早年為香港設計郵票，便一直富於爭論，但以這

套為最，富於藝術化的圖案，竟被評論為似骷髏頭，靳君

對此大為驚奇，他曾說：「這是我最喜歡的設計之一，我

用近抽象的幾何圖案設計一隻小老鼠正面的形象，圓形的

身軀，尖角形的嘴巴，外形如一片花瓣、一顆瓜子。尖耳

朵和小眼睛均運用不同大小的相同形狀構成，外形的下方

有一條幼小的線，象徵長長的尾巴。圖案用紅色和金色，

是傳統中國節日色彩。白色的票面，對稱的排字格式，這

實在是香港郵票設計的突破。」

當然，認同靳埭強君意見的大有人在，例如，有評論說：

「蘊高度智慧，富立體感。為『鳥瞰』之投影畫法。兩耳

肥碩、雙目如豆、六鬚分為左右，惟妙惟肖，誠為郵票圖

案之不朽作品。」

當時報紙還是使用黑白印刷，因此市民看到新郵預告時只

看到2個「黑點」，看不清是甚麼東西；及至發行，普羅

大眾看不出來是「老鼠」，而覺得像「骷髏頭」。後來流

年不利，出了天災—.「6�18」雨災，這是香港1972年

6月16日至18日因持續暴雨導致山泥傾瀉的嚴重災難，事

故共釀成150人死亡，93人受傷，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死亡

人數最多的水災、山洪暴發及山泥傾瀉災害。1972年1月9

日，「海上學府號」（S.S..Seawise.University）在粉刷期

間着火遭到焚毀，隨後沉入香港的維多利亞港。1972年3

月15日，廣隆泰工業大廈遇火，多間製衣廠及織造廠被燒

毀。雨災、火災連連，市民認為事必有因，此因癥結在「

鼠票洩漏天機，所以天降黑星」。

市民的聯想雖然子虛烏有，但郵政署在接下來的兩年

（即牛年、虎年）卻沒有邀請靳埭強設計生肖郵票（其

他題材仍邀其競稿）。

靳埭強當時正在戀愛中，在追求陳秀菲小姐時，他將鼠年

郵票貼在寄給陳小姐的情人卡信封上，並在背面貼上從首

日封上剪下來的「鼠年剪紙圖案」，在發行當天寄出（很

快，他們成為眷屬），此傳情寄意的「設計師寄出首日自

然封」（圖38），應是集郵珍品了。

另外，鼠票出現變體票。低值一角的那枚出現在「歲次壬

子」中，「次」字印為「三點水」的變體—在全版的第

34枚處（圖39）。

從設計角度看，《歲次壬子（鼠年）》是極為出色的，但

卻引起風雲。這對靳埭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設計應根

據受眾的接受能力把握尺度，追求雅俗共賞，而非太過前

衞，導致曲高和寡。

圖.38.

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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