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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文化的河，通往敦煌
   ——阿旃陀石窟壁畫 張仲衡

一
何謂故鄉？從大範

圍觀照，可以是具體的國

家，某個省；從中觀範圍

而言，應是指向具體的市

縣區；從小範圍來說，無疑是指某鄉鎮、某村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身處不同地理時空，我們

平常所指的故鄉，既有廣義的，又有狹義的。也因此，在

自己的生命譜系裡，我的故鄉是由好幾個符號連綴構成

的——

在異國他鄉闖蕩，外面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但我擁

有一個響亮名字——中國人！不言而喻，祖國，就是我的

偉大故鄉；

在國內四處交游，朋友們會不約而同地說，你是福建

人。這時，我的故鄉叫——福建。

在省內其他地區行走，我自稱閩南人。確切地說，我

的故鄉就是地處東南沿海的歷史文化名城——泉州；

當我到鄰縣內，朋友們介紹我時，會說他是惠安的。

這時，我的故鄉叫惠安。

當我到縣城辦事，我會自我介紹，我是張阪鎮的，我

的故鄉便以張阪來命名；

記得在張阪中學讀書時，同學們都來自不同村莊，

我的故鄉便縮小到具體的村莊——群賢，那是我的搖籃血

跡，是我的誕生地。

認真地說，我就是從故鄉的懷抱裡走出來的，就是從

那個花生殼形的地方走向海外世界的。換言之，這是助我

起跑走向世界的出發地。

進一步說，我和世界建立關系，就是以鄉村為原點，

亦步亦趨地走向都市走向今天。因此，故鄉的另一種稱呼

叫家鄉，或稱原鄉。

二
走遍山山水水，走遍海內海外，方才明白：

原來，有時候故鄉很大，有時候很小。

難怪乎西方作家加繆說，故鄉像海洋那麼大；

另一位作家福克納則說，故鄉像郵票那樣小。

自從故鄉移居海外，即從北半球進入南半球，仿佛從

一條船跳進另一條船。現實在無形中把原來那個“我”，

分裂成兩個“我”，令我無所適從，又滿懷無奈。

然而，當故鄉或祖國（英文motherland）這個詞，像

一朵花突然搖曳眼前，我只知道自己是地道的黃皮膚、黑

眼睛，甚至純粹到只剩下“戀母情結”了。如同莎翁筆下

的哈姆萊特，唯恐傷及自己的母親。因為心有所系，常常

生發一種回首和眷戀的情緒。

出國前，好不容易躍上“龍門”，大學畢業後擁有

一份安定的職業，一個小小的安樂窩，按常理或可聊以自

慰，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中。

年少氣盛，卻又心緒浩茫。在“不知足”的慫恿下，

竟然學著李太白老兄“仰天大笑出門去”，感嘆“吾輩豈

是蓬蒿人”，將自我放逐到另一個地理空間，或許是天性

和詩人氣質使然吧，加上選擇的生活與鐘意的寫作似乎遇

到瓶頸，自感視野過於狹小，所處的場域亦然。於是身在

故鄉，心欲遠飛，從此毅然決然走出故鄉。

人是一種運動的生物，詩人尤甚。中外那些傑出詩人

的內在心靈都是相似的，如同歌德筆下的浮士德，都屬於

永遠的吉普賽人。他們以不滿足現狀為美，以不懈的追尋

為樂，以不斷開闊視野為幸。慣於漂流，為內心的豐腴和

自身的壯大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

漂泊海外，把孤魂流放在南十字星空下，成為地道

的流浪漢（或稱飛鳥族），看似自由翔舞了，實際上是得

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他鄉再好，生活在他鄉說到底

還是個外來客。當滄桑感、孤獨感、不安定感席卷成內心

的濤聲，當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困惑與痛苦，我將自己命名

為“異邦人”，並以詩的方式傳達了自己的心聲：“異邦

人是吃故鄉奶水長大的/異邦人積蘊的鄉愁超過體重數萬

倍/那不死的眷戀/絕不會因季節的脅迫/枯竭”（這首33

行的短詩《異邦人》，也因此入選北京開放大學人文教育

叢書《世界華文文學經典欣賞》作為大學教材）。

於是，經過一番自我審視，又重啟了返鄉之旅。誠

然，故鄉完全可以歸結為心靈的，但說到底，故鄉始終是

故鄉，故鄉畢竟屬於土地。

三
歸來，之所以成為一個溫暖的母題，可能是那片生養

自己成長的故土，承載著自己難忘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記

憶。

像一隻步伐笨重的駱駝，背負沉甸甸的行李和母親

的囑咐，在異質土地上浪跡顛簸，冷暖酸甜自知。重返故

土，看到含水含煙的山川田園，看到彎彎曲曲的鄉間小

路，看到熟悉又陌生的父老鄉親，一股莫名的感動油然生

發。

因為那片有山有海的土地，曾留下繽紛的記憶和成長

■阿旃陀石窟壁畫

■阿旃陀第26
窟是這裡最有名
的佛教洞窟。它
有如大教堂般的
長廊，有雕刻得
像木頭的美麗橫
梁，還有一尊盤
坐在佛塔前的大
佛陀雕像。

（接上期）阿健陀壁畫時間跨度近千年，除了以佛教

為主導的各類佛陀菩薩，還有大量的世俗生活場景。佛教

初期是沒有偶像即佛像崇拜的。早期的壁畫描述的多是小

乘教的本生故事、僧侶生活、菩提樹下聚拜等。後來恆河

邊上的菩提耶伽已開始了佛像描繪，佛陀被人格化了，壁

畫中開始有了佛陀形像。藝術家在宗教的嚴肅和世俗的浪

漫中想像探索，闡述題材不斷擴大，而且在技法與風格上

更為豐富完善。不管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人間的還是

天堂的；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殿中王子、閨中小姐、飛鳥

走獸類盡都表現得維妙維肖。畫中幾乎展示了那個時代的

生活全景，兩千年前的繪畫，內容如此之豐富多彩，形式

如此之變化多端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參觀石窟時偶遇了幾位雲南前來朝拜的喇嘛，叫瑪努

賈，他告訴我許多他來印度的故事還有阿旃陀與中國佛教

的關系。藏傳佛教是從菩提耶伽經不丹尼泊爾直接傳人西

藏，而中原佛教包括佛教藝術則是由印度中部經中亞今天

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進入新疆、吐魯番、敦煌、河西走廊

進而擴散至大半個中國最後過朝鮮東渡扶桑。記得2001

年塔利班炸毀的巴米揚大佛，那是巨大而典型的希腊式

佛像。巴米揚曾是繼印度之後的佛教復興之地，古絲綢之

路的交通樞紐，鏈接著歐洲、印度、波斯和中國，唐僧所

稱梵衍那國即巴米揚。我不甚懂佛教，但是想想當初中原

藝術風格中不但有印度元素，還有遠在千里之外的希臘元

素。我忽然想到青島有兩尊隋唐時期的佛像，其豐滿健碩

的造型，流暢有規律的衣褶，果然與這阿旃陀的佛像有著

許多共同之處，也與雅典巴特農神廟的雕塑極其相似。產

生於印度東部的健陀羅藝術延承了希腊宗教藝術審美的表

現崇高的屬性，平衡、莊嚴、從容、力量。這些是阿旃陀

石窟主要藝術風格。聽說徐悲鴻也曾來這裡研究過壁畫。

我沒看到過他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是否有文獻記載。

很多時候是只有我一個人在一個窟裡，燈光幽暗但剛剛可

以看清畫面。天穹拱頂、牆壁、廊柱上全是壁畫，具有波

斯細密畫風格的線條是那樣優美，古印度舞蹈瓦卡塔卡

藝術為主要的人物造型，姿態是如此優雅，畫面構圖富有

韻律且多變化，歷經千年的色彩依然絢麗。有的窟內全是

壁畫，有的洞窟是精美的雕刻，有的窟中間建有造型繁復

奇特的佛塔，前面站立著佛像。巨大的石柱支撐著拱形穹

頂，穹頂佈滿精彩壁畫和生動的浮雕。那些壁畫和浮雕不

是在一個平面而是沒一個石柱到牆面再到牆上的每一個洞

窟裡面，華麗鋪陳，層疊交錯，光影恍惚，最裡面的立佛

清晰，神秘中透著肅穆。這些藝術家比米開朗琪羅畫西斯

廷《末日審判》早了一千五百年。在二千多年前，難以想

像人們是怎麼一錘一鑿，開山劈石，建成這令人嘆為觀止

聖殿？一幅幅壁畫，一尊尊雕塑，工程之艱巨，藝術之造

詣實為曠世之作。

年復一年，世世代代，人們在這裡雕琢建造了八百

年。八百年漫長的歲月依然見證了人間沒有永恆。八百年

的心血精心建造的殿宇隨佛教衰落而被遺忘。僧侶孜孜求

索，世人苦苦拼搏，最終沉寂在這荒山野嶺。洞窟中雕琢

了一半的石壁，最後一位藝術家的最後一筆依然停留在那

裡，多少遺憾。亦為後人留下無限的感嘆。瓦溝拉河河灣

峽谷的水流經千年，岩壁的樹木幾經枯榮，寂靜的洞窟裡

隱約可聽見外面的風聲，時光似乎靜止了，四周籠罩著神

秘，斑駁的壁畫，寬闊的大廳，悄悄坐在角落穿著朱紅袈

裟的僧侶，小小的窗欞透入的陽光。當藝術與歷史引起共

鳴，難免內心震蕩，這震蕩有點讓人暈眩，仿佛回到兩千

年前，人們在供燈，在打坐，胸前圍著橘黃色花環的僧侶

在晃動，誦經聲在空中回蕩……我快速步出洞口讓陽光傾

灑在身上，山野青翠，河水清澈，深呼一口氣，似乎完成

了一個時空穿越。我不禁想到人是多麼渺小，認知是多麼有

限，不僅對大自然了解有限，甚至對人類自己的過往也是所

知甚少。從中原到敦煌，從河西走廊到巴米揚，從健陀羅藝

術到腳下的阿旃陀繪畫，就像一條河，跨越千里跨越千年的

河，阿旃陀就是這河的源頭。而我卻竟然一無所知。

阿 旃 陀 石

窟游客不多，一

方面很是偏僻，

再是現在印度大

多是印度教了，

佛教成了異教。

這為我們提供了

一個可以在沒有

干擾的情況下仔

細觀摩的環境。

足下情愫暗湧
當天空盛開一朵明月

清風氤氳著鄉愁

內心深處的一滴雨影

舞動無眠的詩情

山悠悠 水不休

靈魂的歌蕩漾微香的問候

畫面似雋永的清泉

暗湧無數變幻身姿的細浪

飲一壺江湖的藍

滋味擺渡 心船駛航

守望影射於半生緣

濾出朱顏 吟唱時空嘹亮

丁丁詩二首
多少惆悵與皎潔的月光相逢

流雲下的姑娘 躡著腳

抖一抖紗裙

回首故事 隨風飄零

牽連大地的足跡更新遍遍

故裡與厚重的歲月走進眸瞳

她含著熱淚 調整好笑顏

向夜的空靈

彈奏游子的祝福之音

星光灑向高塔
一階一階 人生驛站

與塔上曼妙相約 眸光穿越

時空 彌漫步伐火熱

回首 多方景致

風中繾綣成斑斕

往事幻影樁樁 豐盈了靈魂

海是沒有圍牆的心

蔚藍高掛於天空

浪花跳躍 你向少年致意

望遠 千姿裡蘊藏千姿

登高 陣陣微風緊隨

大地凝視 溫和目光紛飛

你抬起頭 仰望滿天繁星

每一顆 都雕刻著別樣風情

星光灑下

春夏秋冬凝為合集

一片段腦海中浮現

畫面有曾經少年 手握朝陽

高塔反射星光 風度翩翩

問候過客 雲兒點頭

風兒 輕輕

唱起瑰麗芳菲之音

今年的中國生肖紀念郵票，有人罵起來了，說好好

的玉兔不用，畫耗子成精，似鼠類兔，紅眼、血口、黑

毛、藍皮、人手。你說哪個傻逼設計的？一隻邪惡魅笑的

陰間兔，神情猙獰，一手拿著閻王判官勾魂筆，一手拿著

陰間索命生死簿，左上角竟然還公然喪氣地標著120告急

求救的電話號碼。有人則從藝術上咬定郵票作者審美出了

問題，才會畫出這充滿邪惡感、身體比例不協調的兔子，

完全失去了傳統中國文化裡生肖年寓意的喜悅和溫暖的感

覺。動物學愛好者則以專業的眼光認為，藍兔子不應該長

出紅眼睛，紅眼睛的兔子是白化病，是基因突變造成的。

但是很多人看出來了，既然現實已經如此醜惡，何必

用可愛的郵票來粉飾太平？這擬人化的漫畫風，就是政治

漫畫，顯然諷刺罪業，藍身紅眼血口蔑笑的邪惡之兔才是

現世。這兔精，詭異、狡詐、邪靈、嗜血……眼神和顏色

都讓人想到了瘟疫，正是新冠病毒的象徵。它從骨子裡透

出的邪惡，正合整個天朝到處灌滿的妖邪之氣，也是一隻

順應時勢的妖邪兔。有人甚至覺得，它又像是硬要連任的

流氓兔，好像在呼喚獵人瞄准，反正兔子尾巴長不了。

如此說來，這張兔年郵票審美風格獨特鮮明，內涵豐

富，無論象徵意義認知價值，還是審美意義感知價值，都

是佳作上品，太有紀念意義了。

這張作品，正是出於大師黃永玉之手。而黃大師，是

沒得說的，生性愛好自由，藝術造詣非凡，江湖地位又高。

老爺子九十九歲了，一生跌宕起伏，如今已是看破紅塵，天

王老子也攔不住他放飛自我。想想當年四人幫橫行的時候，

他的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貓頭鷹就掀起一場風波。

故鄉的多種指向
莊偉傑

的滋味，在海風吹拂中，

在燕子聲聲裡，在番薯藤

蔓延的田壟上，在挺拔的

古榕樹和翠綠的相思樹

下，在蔚藍延伸的海岸線

和水之湄，無不烙印著自

己從前一路行走而來的足跡，有汗珠，有笑聲，有淚水，

有悔悟，有向往，有追求，更有堅韌的石頭，薯花的馨

香……

盡管故土已然在流浪的路上漸行漸遠，好在穿越歲月

痕跡後，那條伸向遠方的路，漸漸從神秘轉向清晰，而且

裝在行囊裡的點滴回憶早已刻在心壁上。

“我愛青山多嫵媚，料青山待我應如是。”然而，如

此愛戀故鄉的土地，並非只是愛那個溫柔之鄉。不是嗎？

放眼依山傍海的家鄉，庭前經常在海面上自由奮翥的海

燕，庭後山頂上搏擊長空的神鷹，一直把遼闊無垠的海天

視為故鄉。或許，這才是人生心之所向的理想姿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故鄉，並非是捆綁住雙腳的牢籠，

而是容納生命大羽翼的洞天福地。

四
一個人，只要心繫故鄉，走到哪裡，故鄉就會跟著

走在哪裡，甚至會發現故鄉的地理坐標，其實一直都在那

裡。

有人說，原始人把家鄉帶在自己的身邊，現代人其實

也可以把故鄉帶在自己身邊。早年那些離鄉背井寄居於南

洋的鄉親，就是包裹那麼一小撮鄉土帶在身邊的。

其實，故鄉不僅僅是指向地理空間，同樣指向歷史和

時間。

童年時依偎在襁褓裡，故鄉是搖籃，是母親，是那口

或深或淺每天享用的古井水；在青春時期的記憶裡，故鄉

是山川，是父親，是錯落有致的大大小小石頭房。

天涯或海角，仿佛在靈魂的私語之外；時間的遠處，

總是閃爍著搖籃的光波。

或許，更多的人常常把故鄉浪漫化，甚至把故鄉喻

指為詩意般的童話王國。走南闖北時面對種種遭遇，覺得

還是故鄉這邊風景獨好；遠游四方之後又會發現，天外有

天，故鄉其實並不那麼完美，但心裡始終期待故鄉發生巨

變，如同絢麗江山煥發出奪目光彩。

五
歲月漸行漸遠。走的路多了，喜歡讓日子和世界都能

無條件地安靜下來。

漂泊太久太長了，該歇一歇，學會和自己相處，跟內

心對話，安享詩意時光。

經過反復比較論證，認識論的自己，最想回到初生的

地方。那裡還留存著童年的天真爛漫，留存著熱切的期待

與夢想，也留存著美麗的艱辛，還有守望天空的遐想……

尋找一條通往家園的路，想像一個清新自在的世界，

讓清風與花香始終在心空回旋，與久遠的記憶渾然一體，

恰似幸福鋪開的願景，強烈地撞擊我的五髒六腑。

當一股鄉愁不期然突襲而來，如同那帶著香味的甘薯

花，或者浸潤著馥郁清香的鐵觀音茗茶，重新綻放出縷縷

回憶，似有一種呼喚令我獲得溫暖，感到愉悅。無論是情

感的鄉愁還是文化的鄉愁，讓我在來去家園的路上，既五

味雜陳又百感交集。

於是在迷離與清晰之間，鄉愁以動詞的形態反復呈

現，如同晝與夜的往復循環，黑與白的相互映照。我仿佛

陷入到一種悖論的漩渦中，但我依稀看到，真正美好的時

光，有時在未來，有時在從前。過去的與未來的，彼此連

接在同一個星球上。最生動的詮釋，莫如近作《一種悖

論》記錄或律動的聲音：

生長在海邊村莊的緣故，小時候

就一門心思發誓，要把草鞋變成皮鞋

在熱鬧與繁華中穿梭成都市的一員

移居海內海外多個城市之後

又神經兮兮地眷戀起鄉村歲月，

企冀像陶潛老兄於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以眼前為界，加減乘除盤算一番

漂泊城市的日子起碼大於鄉村兩倍

至今依然念念不忘那個花生殼形的搖籃

連說出的話都帶著洗不掉的地瓜腔

並且開始規劃好二度鄉村生活的藍圖

摸一摸腦袋瓜，自問是否哪根弦出了問題

反復思忖，可能過量飲用陶老兄的迷魂湯

卻又不太像，因為我是我，陶兄是陶兄

人啊，就是這麼有意思（尤其是詩人）

哦哦，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安排

但所有的路分明是從自己腳下延伸的

原來，自己交給自己設置的悖論怪圈裡

泄漏天機？說說中國生肖紀念郵票 張文彥

理，因為中共當局要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責

任共擔”、“合作共贏”、“幸福共享”、“文化共興”

、“安全共築”、“和諧共生”，簡直渾然一體了！王毅

同志還特別作出承諾：“凡是非洲兄弟期待我們做的事

情，凡是對非洲國家有利的事情，中方都會當作自己的事

情一樣全力以赴。”這“兩個凡是”，當然是“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偉大體現，也是戰無不勝

的毛澤東思想的活學活用。總之，豬年紀念郵票就是要張

揚大國胸懷的氣度和大功將成的喜慶。

但2022年虎年紀念郵票完全喜慶不起來。本來，虎

被譽為“獸中之王”，是勇猛和力量的象徵，但郵票中的

老虎消瘦，毫無虎威，反而一臉倦容，無精打采，眼神

迷茫呆傻憂郁愁苦。連老虎都知道：有啥樂的？新冠疫

情幾時是個頭？愁死了。虎媽更是滿面愁容，在家裡帶著

二仔，困得眼睛都睜不開，第三胎就別想了，確實生不動

了。人們稱贊作者馮大中老畫家，郵票很寫實，顯然是刻

意把老虎畫得膽怯、哀傷和思念，折射社會現實，畫出了

當下國人的心情和精神面貌，不愧為大師之作。

虎年紀念郵票發行的時候，2022年剛到，當時有人

因郵票起興作詩一首：“虎爸剛過三十五，房貸裁員心裡

苦。虎媽雙減停收入，大娃二娃課難補。”顯然這不過

是表面皮毛，太輕描淡寫了。如今，經過2022年的中國

人，對一年中種種完全是人為造成的慘烈人道災難，無不

深感悲哀憤怒。有人忽然回想起年初郵票老虎的愁苦，

其實是預示中國人注定要遭受大災大難，多少是泄漏天機

了，可惜未引起足夠的注意。

如果泄漏天機之事當真，最為泄漏天機應該是中國

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該年1月5日，中國郵政局發行龍

年生肖郵票。這條正面團龍，老態龍鐘，但卻怒目圓睜，

血口大開，張牙舞爪，面目猙獰，凶神惡煞，引起人們

議論紛紛。中國著名文化批判學者朱大可評說：2012龍

票，引發民間的激烈批評，其因在於龍造型的罕見的凶悍

性。五爪龍是皇帝及其國家權力的象徵。該龍一反常態，

正面直撲觀眾，目曝凶光，齜露獠牙，張舞厲爪，胸懷怒

火，殺氣騰騰，令人不寒而栗。但願它只是雲南郵票公司

小吏的個人趣味，而非中國的不祥之兆。

博學多才的朱大可感覺頗深，但也許是出於他良好的

但願吧，預感還是失靈，也許是不敢明言。中國2012年

壬辰龍年郵票，千真萬確，正是中國的不祥之兆，而且十

年來一一應驗。

首先是預示紅龍登基。這是後來任志強點出的一位剝

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他絲毫不掩飾自己要堅

決當皇帝的野心，也不掩飾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

的決心。他的兇悍性確是世界罕見。

紅龍邪火攻心，張牙舞爪，正面直撲，守護他陰暗渺

小的藍色寶珠，擺明不願分享權力。他不許妄議中央，萬

事定於一尊，所謂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

他體型僵硬奇特，一副凶殘蠻橫嘴臉，但缺乏治國之

智，卻有誤國之能，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整

個國家弄成大型爛尾工程，鄧江胡幾代積累了四十多年家

業讓他幾年全敗光。

紅龍就是西方文化裡凶暴的象徵，被廣泛認作是興

風作浪、摧毀城堡的怪獸。果然，十年來紅龍外交無一是

處：到處樹敵不得人心，一帶一路適得其反，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設想已成國際笑柄，與普京稱兄道弟一起成了

世界公敵。

這張龍票又很像一顆骷髏頭，絕對是個凶兆，預警災

難。已發生的最大的災難就是這三年新冠疫情肆虐全國。

紅龍原來一意孤行強制清零，三年次生災害罄竹難書；去

年底前突然一聲放開，又造成全民失防，無數病人求助無

門，甚至死無葬身之地。著名作家劉心武發帖說：“突然

間就哀鴻遍野，天下縞素，人世間一夜開啟地獄模式，國

難轉化為民喪……”這是當代文明社會無法想像的黑暗世

相。

人們還發現，中共發行的2012新版龍票，除面部和

色彩有變化外，其他基本接近剽竊大清龍票，完全是百多

年前清朝大龍郵票的顯靈。五爪龍是皇權的象徵，在人類

歷史上它早已被埋葬。凶神惡煞嚇不住民眾覺醒，張牙舞

爪遮不住心虛本質，預示歷史在輪回。

看來，中國紀念郵票，還不單是喚起聯想，簡直就

是預言，或是神靈暗助潛意識作怪吧，天機泄漏了。總而

言之，今年這只邪惡魅笑的陰間兔絕對是要命的，中國

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的預言在繼續發生效應。中國生肖紀念郵票，的確也是可以喚起諸

多聯想的。

例如，2019年的豬年紀念郵票。那張喜氣

洋洋的豬年郵票是“全家福”——大豬一對，

一白一黑，擁著三隻可愛的小豬。人們就說

了，真是太好了的一個中共政策解讀：鼓勵跨

國婚姻，尤以黑人優先；有望開放三胎，如果

懷不上，請撥打120！

千萬別以為是開玩笑！開放三胎的預言

已經成真了；黑人優先亦是有跡可循的。君不

聞，“讓非洲文化進入千家萬戶”，倏忽之

間，這個口號就在中國人中不絕於耳，好像不

衝進千家萬戶就勢不罷休。原因嘛，這是硬道 ■中國2023豬年紀念郵票 ■中國2019年豬年紀念郵票 ■中國2022年虎年紀念郵票 ■中國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 ■百多年前清朝大龍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