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能在第一時間買到第四輪生
肖猴票，家住北京城東的老郵迷張女
士冒着刺骨寒風，當日凌晨4點就在
京城一家集郵公司門外排隊等候。她
買到生肖郵票後興奮地說：「排隊搶
第一，搶的是開門紅，更是我們老郵
迷的一個樂兒。」
2016年生肖猴票在內地首發當天，

中國首家「美猴王」生肖文化主題郵
局在北京宣佈成立。該郵局將展示銷
售與猴相關的郵品、郵冊，也將成為
匯聚內地所有生肖主題郵品的郵局。

在電視連續劇《西遊記》中主演孫
悟空一角的六小齡童，出任「美猴王」
生肖文化主題郵局名譽局長。他表
示，非常榮
幸 擔 任 此
職，希望通
過「美猴王」
郵局這個平
台，傳播猴
王精神，弘
揚正能量。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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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鼓勵生二孩

京民泡人參酒
8載釀出白花

內地第四輪猴年生肖郵票《丙申年》昨日起在各省市發售，與1980年猴年開始發行的第一枚生肖郵票一

樣，此輪郵票由現年92歲高齡的藝術大師黃永玉執筆設計，而當年售價8分錢的第一枚生肖郵票已漲到一

萬多元（人民幣，下同，約11,887元港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市民袁先生稱，他家的
人參泡在密封的罐子裡竟
然開花了，「60度的白燒酒
泡了大概8年居然還能開
白色小花」。北京植物園園
長趙世偉看過照片後表
示，確實是人參開花，猜測
是乾人參的外表對內部起
到一定的保護作用，隨着
酒精揮發濃度降低，再遇
到適宜的環境，人參就有
了開花的可能。
記者在袁先生家中看到

罐子裡有兩根人參，開花的一根去除細根鬚約有十幾厘米
長，最粗的地方直徑約2厘米，整根人參絕大部分浸沒在
白酒中，只有頂端露在外面。人參頂部冒出一根細長的白
色莖，莖末端長着五六個似金針菇頭的白色小球。

高濃酒精理應殺死植物
袁先生稱，人參是他多年前從東北帶回來的，「拇指粗的
乾人參，用報紙捲着帶回來。開始扔在一邊，後來買了個罐
子才泡進去，60度的白燒酒泡了大概有8年」。罐子放在角
落裡，幾乎沒打開過。「大概一個月前，我收拾屋子把它搬
出來，才發現開花了。」袁先生笑着說。
人參泡酒開花的事情也有先例，2013年有媒體報道，昌

平區一居民家泡在白酒裡十餘年的人參開花。趙世偉分析
稱，按常理，植物泡在酒精裡會被殺死，特別是酒精濃度高
的情況下。他續說：「植物在惡劣環境下，開花結果也是為
了生存，傳宗接代，這是它的一種自然反應。」

■《北京晨報》

猴年郵票掀搶購

■■市民袁先生家的人參泡在密市民袁先生家的人參泡在密
封罐子裡開了花封罐子裡開了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現場展出的現場展出的19801980年郵年郵
票票「「金猴金猴」」。。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攝攝

■六小齡童版美猴
王。 網上圖片

京設「美猴王」郵局 六小齡童坐鎮

■《丙申年》猴年郵票分為「靈猴獻瑞」和「福壽雙至」
兩種。 網上圖片

■■首發儀式現場民眾搶首發儀式現場民眾搶
購郵票購郵票。。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 攝攝

據了解，《丙申年》特種郵票由黃永玉親自
創作，作為生肖郵票創作的祖師，內地首

輪生肖郵票《庚申年》「金猴」郵票就是出自

他手，這枚郵票創造了集郵史上36
年升值20多萬倍的神話。

黃永玉再設計生肖郵票
時隔36載，黃永玉再次提筆為生肖

郵票設計，創作《丙申年》特種郵票，
圖案內容分為「靈猴獻瑞」和「福壽雙
至」兩種，全套郵票面值為2.4元。
「靈猴獻瑞」中的猴子手托壽桃，面帶
笑容，活潑可愛；「福壽雙至」中一隻
金猴抱着兩隻橘色小猴神態親暱，體現
今年全面實施的「二孩政策」，並象徵
闔家團圓的吉祥寓意。

業內專家表示，生肖郵票一直都是郵票收
藏的熱點題材，迄今為止發行的所有生肖郵

票，目前流通的價格都是高於其發行時的面
值價。廣州首發儀式現場，不少民眾冒着大
雨一早前來排隊等待購買《丙申年》郵票，
從開始發售不到一小時，展廳內銷售點的郵
票就被搶購一空。

京民排隊超過27小時
當天，各地民眾連夜在當地郵局排隊等待搶

購新發行的郵票，北京一位李先生甚至排隊超
過27小時，花3,300多元買到郵局發售的第一
份郵票。
與首發儀式同期舉行的2016廣州．世界猴郵

票展上，展出超過千枚的1980年《庚申年》郵
票，還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等80多個國
家發行過的猴郵票。

由蕃茄田藝術和華東師範大學設計學院聯合
主辦的「第三屆冬暖國際創新兒童藝術教育論
壇」前日在上海隆重開幕。論壇主題為「教學
．創作——當代兒童藝術教育的同步建構」。
來自中、美、英、法、澳等眾多海內外藝術教
育界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分享藝術教育前沿
的探索和研究，共同探討藝術教育的新未來。
此次論壇一方面聚焦於「藝術教學方法與教學
現場」，另一方面引入創新藝術教育工作坊，
讓與會者能夠抱持着自身的教學經驗，與國際
專家進行充分的實操交流。
中國藝術教育促進委員會秘書長谷公勝於開

幕式強調，「美育工作要求整合各類美育資
源，促進學校與社會互動互聯，齊抓共管、開
放合作，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美育發展和學生
全面成長的氛圍。」華東師大副校長任友群在
發言中指出，「『創新』是未來教育的主要課
題。」來自蕃茄田藝術的總經理鄭怡表示，
「藝術是看不見的力量，卻能夠改變社會以至
於改變未來。」
與會人士表示，論壇的成功開幕，表明此次
蕃茄田藝術與華師大的合作是一種很好的創
新，有利於推動整個社會對現代教育理念的接
受，促進優秀藝術教育方法之間的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洪妍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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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國際創新兒童藝術教育論壇」現場
情況。 本報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