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年挤兑风潮唯邮储
能如数提款

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成立，是这一时期
中华邮政的另一大发展。

邮政储金业务筹备于清末，!"!"年 #月
由中华邮政正式开办。先在北京、天津、上海
等 !!个大城市开办，年底发展到 $%个通都
大邑。名义上，办理邮政储金的机构为邮政储
金总局，但它与邮局仍为一个系统，名分实不
分。邮政储金的经营方针是：“人嫌细微，我宁
繁琐；不争大利，但求稳妥。”中华邮政开办邮
政储金主要吸收公教人员的小额存款，满 !

元即可开户，到 !"&"年，存款已达 %'$'万
元，加上上年结存共有 !$!(万元之巨。

邮政对这笔存款大部分运用于最优生息
事业，利率虽低但稳定可靠，信用较高。%"&(

年北京普通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唯独邮政储
金能如数提款，信誉大增。%"&"年，新任的邮
政总局总办刘书蕃在参加伦敦万国邮政联盟
会议后，赴欧、美、日等地考察邮政和储金方
面的各项制度和经验。回国后，其职位被汪精
卫改组派和政学系支持的代理邮政局长林实
取代。刘书蕃据欧美等国邮政发展经验，借口
发展储金汇兑必须有专管机构，建议将邮政
储金和汇兑业务从邮政总局划分出来，另设
总局来管理。

交通部部长王伯群支持刘书蕃，并把他
的建议呈报行政院，很快得到批准。%"('年 (

月 %)日，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在上海成立，以
后又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开设储汇分局。
除办理中华邮政的邮政储金、汇兑、保险（后
改称保价油价及包裹）、代收货价等业务外，
还大量经营买卖股票、抵押放款等银行业务，
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机构，与“邮政银行”无
异。%"*+年，邮政储金汇业局纳入国民政府
“四行两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
业局），成为官僚资本金融垄断体系的一个组

成部分。
%"(,年 %+月，南京沦陷，邮政总局随国

民政府内迁，沦陷区邮政业务与邮政总局失
去联系，邮政业务发展艰难，包裹业务极度萎
缩。抗战胜利后，邮政总局迁回南京，虽锐意
革新、兴利除弊，出现了短暂繁荣，但内战全
面爆发后，邮政业务大受影响。国民党退居台
湾后，大陆建立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宗旨的人民邮政事业。

人民邮政的前身———赤色邮政
人民邮政的前身是中共在地下工作时期

建立的党内交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巩固
的情况下，人民邮政才得以公开，首先产生的
是赤色邮政，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开辟红色根据地初期的通信组织形式。

%"(%年 "月，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
胜利后，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月，中华苏
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为适应
日益增多的邮政通信需要，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邮政总局于 %"(+年 )月建立，自行印制和

发行邮票。苏区全盛时期，中央邮政总局下辖
-个省局、")个县局，邮政人员仅江西、福建、
闽赣、粤赣四地就有 *,''余人。

苏维埃邮政成立后，为配合反“围剿”的
斗争需要，创设了特别快信服务。“特别快信
投交邮局后，保证随到随送，昼夜兼程，……
递信员传送快信时全凭一副铁脚板，一昼夜
可跑 %$'里”，他们通常将“特别快信递信员
要为一日一夜超过 %$'里路而斗争”列为局
际竞赛目标。这种业务特别适用于没有无线
电或电话的部队，当省军区、独立师与军委联
系时，经常会使用特别快信业务。

%"()年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又在
陕北省交通站的基础上，按照苏维埃邮政的
规章制度，创立了陕北苏维埃邮政，发行邮
票，实行有资寄递。因赤色邮政与中华邮政分
属两个对立政权，所以赤色邮政只能在中央
苏区和其他苏区间传递邮件。为了方便辖区
百姓，苏区各级邮局还代售中华邮政邮票，代
收国统区寄来的邮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邮政在广大敌后

遍地开花。山东是根据地内最早实现邮政、交
通、发行三位一体的地区。%"*%年 %'月，为了
加强抗战时期的交通和党报发行工作，中共
山东分局、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山东军
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组成了山东战时邮政
推进委员会，决定将各自设立的交通、通信系
统合一。隔年 +月，颁布了建立战时邮局的决
定，邮局接办党报发行，实行邮发合一。

山东战邮从建立开始就把主要力量用在
交通线上，至 %"**年上半年，山东战邮已建
立交通线达 %.,万余华里，广大战邮工人穿行
在敌人的碉堡群中，战胜重重封锁，传送着党
的文件、报刊和信件。对敌占区的党报发行工
作，山东战邮做出了出色成绩，战邮职工们千
方百计把党报送到敌占区，方法多种多样，
如：通过中华邮政或社会团体往敌占区寄送；
通过小商小贩往敌占区带送；在敌占区组织
秘密发行网，有选择争取订户；或是由战邮职
工或武工队去敌占区张贴或散发党报等，弄
得敌人草木皆兵。

国共通邮艰难历程
国共通邮一贯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

日战争期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尽管在
通邮方面仍有不少阻力，但双方合作意向明
显，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时负责晋陕甘宁等
省军邮事务的中华邮政资深人员林卓午以第
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的身份在西安工作，有
机会接触到周恩来与林伯渠。

%"*'年上半年，周恩来向林卓午表达了
沟通国共双方管辖地区信件往来、使人民有
通信自由的愿望，并为其题词：“传邮万里，国
脉所系。”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有了迸一步了解
的林卓午决心为国共通邮做出努力。%"*%年
)月，晋察冀边区军邮视察员冯玉松返回西安
途中，于延安与陕甘宁边区负责人会见，回到
西安后，林卓午安排他给中华邮政邮局人员
做报告，介绍了八路军对邮政的保护，如在护
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时付出的血的代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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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见证了它的前世今生

黄家的人，至今还觉得自家在“文革”中
幸免于难确实很幸运。因为在这条弄堂里，除
了黄家，几乎每家都被抄过了。而这条弄堂里
的房子，原本都是两层楼的，只有黄家加了一
层，因为当年有地下党亲戚夫妻要借重艺术
家青山农的掩护，以便于开展活动，地下党支
部出资加盖了三楼的房子。所以，黄家的三楼
鹤立鸡群，在三楼房间里说话，邻居是听不到
的。“文革”中，虹口区一批“牛鬼蛇神”中学校
长组织起来，也喜欢在这里聚会。
黄葆戉在 %"-$年 ,月病逝。%"",年 $月，

其骨灰才得以安葬于上海福寿园。他的墓志
铭，由郑逸梅撰文、高式熊书写、吴天祥镌刻。
东方红书画社这个名字，明显带有时代

特征。高式熊几乎见证了它的前世今生———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
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
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
这是张爱玲写于 %"*(年的小说《金锁记》的
开头，现在成了名句。
“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这一意象

中，最美的是“朵云轩”三个字。朵云轩在上
海，是创建于 %"''年的一家文房四宝店。当
年，张爱玲曾在那里定做过信笺。上海的朵云
轩与北京的荣宝斋，一南一北，有着深厚的传
统文化积淀，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举足轻重。
朵云轩以中国书画及与其相关的宣纸、湖笔、
徽墨、歙砚等文房用品的经营和巧夺天工的
木版水印复制艺术著称。

%"-'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木刻
水印室和荣宝斋上海分店等十数家书画老店
合并，并从北京荣宝斋调来若干专业人员，成
立了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书画出版和书
画经营的专业出版单位———上海书画出版
社，又名朵云轩。或者更确切地说，朵云轩的
编辑部就是上海书画出版社。
朵云轩在艺坛有“江南艺苑”“书画之家”

的美誉。传说中，很久很久以
前，朵云轩老店主与倪墨耕、王
一亭、赵子云等海上名家都是
至交，谈论艺事之余，还常一起
吟诗作画、拍曲弹唱。上世纪 +'

年代，张大千初到上海，能拜在
曾熙门下学习书艺，还是朵云轩牵线搭桥的。
-'年代初，在朵云轩宽敞幽静的营业大厅正
中，摆着红木台子和椅子，书画家是这里的座
上客。林风眠与资深营业员促膝交谈、翁闿运
为读者讲授书艺的场景，不足为奇。
朵云轩的一大主业，是中国原作字画的

征集、收藏与经营。%"-'年重建以来，它从民
间征集的书画文物数以万计，提供给文博单
位的珍贵藏品也有数百件之众。有一次，中国
历史博物馆南下觅宝，在朵云轩相中《宋拓王
羲之圣教序》，这部名帖比民国徐世昌收藏的
《墨皇本圣教序》更珍贵，成为该馆十件镇馆
藏品之一。这部名帖是怎样重生的呢？张家花
园的一位居民请朵云轩派员上门征集，朵云
轩鉴定员翻检其前人留下的一大堆旧碑帖，
从纸堆里掉下两张残片，鉴定员捡起一看，即
断定为宋代拓片，遂发动这家人翻箱倒柜，经
过几天搜寻，终于从尘封的壁角里抢救出这
部稀世名帖。此外，朵云轩自身收藏宏富。上
世纪 $'年代中期，由谢稚柳先生任组长，徐
邦达、杨仁恺、刘九庵等组成的专家组全面鉴
定朵云轩藏品，给予高度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朵云轩”的店招被

“东方红书画社”覆盖。%",+年，又改名为“上
海书画社”。%",$年 %月，恢复原建制，并改
回原名，同时保留兼用“朵云轩”原名。

改名为“上海书画社”次年，高式熊就与
出版社发生关系了。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是篆
刻家、书法家嘛。

%",(年，东方红书画社组织了高式熊与
方去疾、单晓天、叶璐渊、潘德熙、韩天衡、童
衍方、刘一闻和顾振乐等 %'余位篆刻家，选
刻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台词。
篆刻家们以简化字入印，集体创作、出版

《新印谱》。那时候，图书出得很少，印谱更是
极少出版，《新印谱》甫一面世，书法篆刻爱好
者奔走相告、求之若渴。两年里出了好几辑的
《新印谱》，影响从上海波及全国，给传统的篆
刻艺术带来了复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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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复杂多元的心绪

周仪也有一首赠给龚自珍的诗写于船
上，此船与彼船，是否同一时间，同一条船？
是乘渡船，还是游船？相关史料上未做说明。
周仪与龚自珍在船上，因了解到龚自珍“好
谈释典，近欲著蒙古八表，舟中枯坐，赠诗一
章”：“波云谲诡神功，健笔摹霄孰与同？西北
壮游谈穆满，方州奇字析杨雄。言空八部天
龙界，手泐诸番水草风。他日书成扃
石室，可容津逮万山中。”此诗主体内
容是对龚自珍致力于研究西北边塞
治理问题大加赞赏。

在经过周仪家时，龚自珍居其盟
鸥馆，并为其馆撰写楹联，可见这一
路同行结下多么深厚的友情。虽然与
宋翔凤去京时也是一路同行，但却未
留下多少两人唱和的文字，而在返还
与周仪同行途中，却几乎互吟不断。
龚自珍因此而留下诸多千古传诵的
文字。盖因都是同行，来去心情两重
天也。去时两人（龚与宋）的心情必是
踌躇满志，虽前景叵测，但毕竟心存
希冀；而返时遭受落败打击，两人（龚
与周）心情必定沮丧沉郁，故而有更多感慨
化为诗篇，从心中涓涓流出。

这一年周仪四十三岁，龚自珍二十九
岁。如果说，龚自珍还有继续入仕的欲望，那
么对于周仪来说，这次会考后通常不会再长
途跋涉地去钻那个鸽子笼似的考场经受煎
熬了。古人有言：四十未入仕，不再为仕。即
一个人如果年到四十岁以上，还未能在官场
发迹，那就应该理智地放弃了。

在扬州又与宋翔凤相逢，只知道龚自珍
曾在扬州写过和宋翔凤的侧艳诗，但此诗在
全集中未见，是散佚，还是龚自珍在编诗集
时未收入，不得而知。在龚自珍离开扬州时，
宋翔凤有诗赠行：“逢君低首觉无端，别最凄
凉见最难。豪气莫居楼百尺，俗情大有路千
盘。几教送客青衫湿，愁取佳人锦瑟弹。珍重
华灯照尊酒，渡江此水正漫漫。”

此诗缠绵悱恻，充满悲情。失意人送失
意人，此番酸楚失落的况味也只有当事者能
够体会到。但读此诗，几乎也要让笔者为之
而“青衫湿”，在强忍泪水时，又有一种后人
为之感受到的苍凉感。戏外人看戏内人，总

还是有一种因距离而产生的悲怆。这种感
觉，只有入乎其内，才能体验到；又必须出乎
其外，才能看得更清晰。

龚自珍的心情无疑是非常纠缠而复
杂的。剑气箫心，这两种兼具刚和柔的心
绪在他胸中不停地回环。出与入，进与退，
这道人间永恒的哲学难题，在不断揉搓着他
的灵魂。

从同是写于这一年的诗《观心》
《戒诗五章》《呜呜》《咏史》等诸多重
要诗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复杂多元
的心绪，既有愤世嫉俗，对现存社会
的激烈批判，又有要“戒诗”———彻
底告别诗词写作这类于事业功名无
助的习性的非常之举；既有像外祖
父段玉裁曾嘱咐的那样，专攻经史
之学，努力做大儒、名臣的不甘，还
有希冀过一种“美人经卷葬年华”的
生活，彻底从功名中解脱的出世之
想。总之，龚自珍的心情此时如在阴
雨天气中恹恹欲睡的李清照女士那
样———“最难将息”。常常说“国家不
幸诗家幸”，此言可否改为“诗人不

幸诗坛幸”？
且看先生部分诗篇。在《观心》中写道：

“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譁
梦鬼论文。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鲁阳戈
纵挽，万虑亦纷纷。”
“结习”乃佛家语，意为世俗习惯、情感

等，这里指作者的“济世之志”。佛经有故事
说，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身上，花至
诸菩萨，皆纷纷坠落，唯落至大弟子身上，花
便不坠了。天女曰：“结习未尽，花着身尔；结
习尽者，花不着身也。”龚自珍称自己结习难
尽，可见其并未能做到六根清净。想清净也
难啊！你看，刚刚效法僧人烧完了香，内心获
得些许禅定，偏偏那些“恶人”们又闯进自己
的梦境，议论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内心那些
忧国忧民的幽深的思想情感无法消逝
（“食”，蚀，消失），待写的新诗纷纷涌上心
头。鲁阳公纵可挽戈返日，万千思虑却难以
泯灭。（“鲁阳公”掌故出自《淮南子·览冥
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
之，日为之反三舍。”）先生的矛盾心境，在诗
中表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