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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 120周年的时
间节点上，回望中国邮政
走过来的或艰苦，或辛酸，
或愉悦的一步步，意义非
凡；那一段段由光荣和梦
想铸就的百年历史，不断
提醒着邮政人承继传统，
拥抱更好的未来，为推进
世界一流邮政企业建设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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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开办120周年（上）
! ! ! ! !"#$年 %月 &'日，清光绪皇帝正式批准
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清代国家邮政诞生，中国
邮政跨出了它的第一步。

两个甲子过去，在一代又一代邮政人的
坚持和努力下，中国邮政取得了一系列辉煌
成就：建立起以首都为中心、沟通城乡、覆盖
全国、联通世界的现代化邮政企业———拥有
营业局所 ()&万个，投递汽车、摩托车、电动三
轮车等 !&)*万辆，邮路总数 &)+万条，邮路总
长度（单程）,+'),万公里；全面实现邮运快速
化、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营业窗口电子化、
管理信息化、服务多元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基础部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 -'.(年
《财富》“世界 (''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邮
政位居 .*+位，比 &'..年提升了 &''位，连
续 *年排位上升。

赫德插手邮递事务
提起中国近代新式邮政，不得不提到一

个人———赫德。这位 ."(*年来华的英国人，
起先在香港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任职。后入中
国海关，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年，升为海
关总税务司。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就是从海
关兼行邮递事务开始的。

.",.年，英、法、俄、美等国根据《北京条
约》，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为了方便，各国驻
华使馆来往文件交由 .",.年成立的清政府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转交中
国驿站代寄。当时恰逢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
民起义部队活跃于中国南北许多省份，北京、
镇江间不断发生战事，总理衙门负有“保安照
料”各国往来文书的责任，不得不对此有所担
心。因各国文件主要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
.",(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后，
总理衙门打算将递送各国使领馆文件的工作
交由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赫德办
理，赫德很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他曾说过，
“远在 .",.年 ,月我初次到北京时，已经提
出照西方办法办理邮政”。总理衙门抛出的这

支橄榄枝正中赫德下怀。
从 .",,年 .&月起，海关总税务司在北

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办事
处，兼办邮递业务。次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
发时刻表和邮寄资费，收寄范围限于使馆文
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年 .月开始在
天津收寄外侨的信函。海关兼办邮政，为近代
邮政的雏形。

.#世纪 *'年代，近代邮政在英国兴起并
很快传遍欧洲，它不同于中国古代邮驿，履行
普遍服务，方便公众用邮，“裕国便民”。它在
中国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客邮。各国客
邮从各通商口岸不断向内地扩张，执行各国
邮章，使用各国邮票，收寄华洋商民信件。郑
观应、薛福成、王韬等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
章，要求裁汰驿站，兴办近代通信事业。

."/"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由赫德主持
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
口）、上海 (处海关试办新式邮政，揭开了中
国近代邮政的序幕。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的李鸿章是清朝统治阶级中支持海关开办
邮政的重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

式邮政的引进。出洋考察的官员们亦注意到
美国华盛顿遍设邮局邮筒、信件杂多的场景，
推动新式邮政建设的呼声愈来愈高。即便如
此，清廷对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一直缺乏规划。
敏锐的赫德曾注意到，总理衙门只有在形势
迫使其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邮政事业的
开办才会有动力和资源。这样的窘境出现在
中日甲午战败，因《马关条约》需要大量赔款
而又财政拮据时，总理衙门才意识到新式邮
政“裕国便民”的功用，从而“打听邮政制度，
指望从邮政来增加税收”。

几番周折下，海关试办邮政 ." 年后，
."#,年 +月 &'日，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扩
充海关邮务，改为正式的国家邮政，光绪皇帝
当日即在此奏折上朱批“依议”字样。由此，大
清邮政官局成立，清代国家邮政诞生。清代国
家邮政开办后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
政司，邮政仍由海关管理。

凭借国家支持，大清邮政官局推行稳妥
的发展方针，积极发展新式邮政，取得了较显
著的成效。清代邮政于."#/年&月&'日正式营
业，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依次向内地扩展。到

.#..年，清代邮局和代办所发展到,'''余处，
邮路达+'余万公里，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
邮政通信网。.#..年(月，海关结束了兼办、试
办、开办+个阶段约('年的邮政历史，将邮政
业务全盘移交给清政府设立的邮传部，交接
工作历时(年，至.#.,年邮政业务彻底脱离海
关，正式形成了中国独立自主的邮政机构。

上北大不如中华邮政铁饭碗
.#.&年中华民国建立，大清邮政随之更

名为中华民国邮政，简称中华邮政，大权掌握
在当时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手中。大清邮政
建立以后的很长时间仍然存在着与邮政平行
的其他通信组织：国家邮驿、民信局和客邮
局。民国时期在邮政当局的积极整顿下，中华
邮政逐步取代这些通信组织并实现统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乱频仍，政坛丑闻
百出，民族工业艰难发展，而此时的中华邮政
却以良好的经营势头，“一枝独秀”于萧条百
业中，构成了近代邮政发展的黄金时期。乱世
中能有这样的成效，与中华邮政始终保持全
国集中统一管理，实行比较科学的业务管理、
财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有关。就拿人事管
理来说，中华邮政各层次员工都是通过不同
级别的考试进入邮局，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进
入邮局工作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一生
衣食无忧。江西上饶一名叫毛组培的青年在
去邮局工作还是去北京大学上学间选择邮局
就很具备代表性。

据说，毛组培举棋不定时，是高中老师的
一番话点醒了他：“就拿我做例子吧，我是北
京大学的毕业生，靠朋友的帮助，才好不容易
找到了一个高中的专任教员，每月工资 .**

元，已经很幸运的了。再看我的一个同学，每
月工资 "''元，是我收入的几倍，而且职业有
保障。但他当年考入邮局时，工资也不高，是
逐步增加的。何况你要升入大学，首先必须付
出 .,''元学费。”毛组培放弃了就试北大的
机会，到邮局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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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第后，龚自珍想在北京衙中谋一份
职位，随之也确实获得礼部内阁中书的职位，
其职能就相当于小秘书之类。这个岗位本身
就是可有可无的闲职，只要在礼部汉票签处
题名报到就可以了，并不需要马上到职。因
此，龚自珍在题名签到后，旋即就南归了。

龚自珍在赴京和返回南方途中，倒也不
算寂寞。去时有宋翔凤一路相伴，回
来时与周仪同行。周仪，字伯恬，江苏
常州人，同是参加此次会试考生。周
仪后曾任陕西山阳、凤翔知县。官虽
小，但官声甚佳，年老病退时，当地百
姓依依不舍。同是京城落榜人，一路
同行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的。途中，
两人有多首唱和诗词。这在龚自珍的
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我想这其中大概
有两个因素，一是两人都是考场失意
者，心绪很容易产生共振；二是两人
都是诗词高手，酒逢知己，诗逢对手，
自然就佳句迭出。这个伯恬先生，据
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介绍：“伯恬
工六朝文辞，尤深于诗，拟古诸作往
往逼真。”可见非等闲之辈也。

在某个驿站，龚自珍见周仪有词题驿站
壁上，“凄瑰曼绝”，心有戚戚，乃在第二日和
词一首：“羌笛落花天，办香鞯两两愁人归去。
连夜梦魂飞，飞不到，天堑东头烟树。空邮古
戍，一灯败壁然诗句。不信黄尘消不尽，摘粉
搓脂情绪。 登车且莫回头，怕回头还见高
城尺五。城里正端阳，香车过，多少青红儿女。
吟情太苦，归来未算年华误。一剑还君君莫
问，换了江关词赋。”
“办香鞯”，指备马。在落花天，两位落考

的愁肠百转之人返回南方。恨不得连夜就回
到家中，奈何两人的家都在遥远的江东（“天
堑”指长江）。在荒凉的驿站（“空邮古戍”指
驿站），只能就着飘忽的灯光题诗驿壁。不相
信，疲乏的长途奔波，还消磨不掉落第的郁闷
情绪（“摘粉搓脂”形容落第后像女人那样生
气）。既然已经出城了，就不必再回望那个伤
心地京城了。正逢端阳节，无非是那些红男
绿女还沉浸在歌舞杯盏之中。我们这些落第
之人，也只有吟诗来宣泄心中的苦闷了。就
不用想仗剑驰骋建功立业的事情了，像晚年

的庾信那样，在词赋中找找乐趣吧！
上面这首词，写于哪个驿站，不清楚。因

为周词写于端阳节前日，而龚词写于端阳节
当日。因此，龚词应该未题写到驿站的墙壁
上。到了叫富庄驿站的歇宿处，两人又有诗词
唱和。这个驿站在安徽交河县西。在樊克政著
的《龚自珍年谱考略》中从周的诗集中引录了
周仪的题诗：“何曾神女有生涯，渐觉年来事

事赊。梦雨一山成覆鹿，颓云三角未
盘鸦。春心易属将离草，归计宜栽巨
胜花。扇底本无尘可障，一鞭清露别
东华。”

周仪的题诗，引出了龚自珍更
为精彩的和诗：“名场阅历莽无涯，
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
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嫠老难为妾，
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踪迹遂，
美人经卷葬年华。”

同是好诗，但境界有了高下之
分。伯恬先生仍在抒发官场失意的
心绪，而自珍先生却已经从个人失
意上升到对家国命运和社会现状的
思考忧虑。诗说，在仕途名场中沉浸

已久，我看到的世人大多在追逐名利，像吾辈
这样以史为鉴思考当下问题的又有几人呢？
可怜那些醉生梦死的达官贵人（“堂内燕”）并
不因王朝的衰败（“秋气”），而有丝毫的警醒。
只有像类似我们这样的“路旁鸦”，对即将沉
没的夕阳还有留恋之意。东邻的老妇（嫠妇，
寡妇）还能再嫁人吗，要指望古木枯树上开出
花来，大概也是痴人说梦吧！何时能像高飞的
大雁那样将自己的踪迹消逝在邈远的天际，
如同隐逸在山林中的隐士，与美人和佛经相
伴遣送时光年华就好了！这里既有对自己空
有报国之志而怀才不遇的愤激之词，更有对
清王朝衰败将至却麻木不知的犀利抨击与批
判。“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何
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都是被长
期传诵的名句。到了扬州龚自珍又有诗赠周
仪，地点是在游船上，龚自珍的诗题写在伯恬
的扇面上，这在诗的题名上有明确的说
明———《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红豆生苗春
水波，齐梁人老奈愁何！逢君只合千场醉，莫
恨今生去日多。”这里颇有点“诗”逢知己、依
依惜别之意了。

金石铁笔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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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的常客，老中青都有，包括书法篆刻
家高式熊、吴子建、周志高、黄简、吴天祥、沈
培方、袁雪山，作家郑逸梅，等等。

在黄聿丰之子黄一知的回忆文章里，“文
革”中的高式熊“在厂里做工人，没有太多地方
可去，到我家来和我父亲聊天也许是那个年代
里少有的快乐事情之一了。我对高式熊那时最
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说话的中气特别足，可见身
体非常之好，现在的长寿也和那时的身体好有
关吧。我最早的印章就是他刻的，他给我刻过
好几个，有一两个现在还是常常在用”。高式熊
刻的章，力道足，用了 *'年还能用。不像有的
篆刻家刻得浅，若干年后就不行了。

在厂里作为劳动改造对象的高式熊，到
了黄家依然是要好朋友、座上宾，暂时抛开了
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蛮开心的，所以常常去
坐。当时，他在外面碍于身份，已经不敢给人
刻章了；但黄家女主人蔡锡瑶请他刻，蔡锡瑶
的儿女请他刻，他都欣然答应。他们得了章，
爱不释手，不停地道谢。他摆摆手说：“谢啥？
你们要我刻，是看得起我啊！”
少年成名的书法家黄聿丰，本职工作是

教师，被红卫兵关押放出来后，就请长病假待
在家里了。那个时候，从前出版的字帖都被
“破四旧”禁掉了，全中国的书法爱好者练字
竟找不到一本合适的字帖。黄聿丰给东方红
书画社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有兴趣为推广
中国书法做些事情，比如出一本高质量但又
不跟当时极端的政治气氛相抵触的字帖。出
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周志高为此登门拜访。反
复商讨、斟酌之后，决定编一本集王羲之圣教
序的行书、以京剧《智取威虎山》唱段为内容
的字帖。

当时画画、出书，都是既不能署名又没
有稿费的。但这并不影响书法家黄聿丰的
倾情投入。《智取威虎山》字帖出版，对全国
各地数量庞大的书法爱好者群体来说，无
异于“久旱逢甘霖”！字帖一版再版，不断被

一抢而空，印了几百万册。许
多当年的中小学生都用过这
本字帖。

办一本书法杂志的想
法，最早也是黄聿丰提出来
的。在和黄简、周志高等艺友

碰面时，他说：“上海索性办一本书法杂
志，全国都没有的！”周志高听了，当即夸
道：“好主意！”.#//年，就办起了面向广大书
法爱好者、以中等水平为主兼顾初学和专家
两头的双月刊《书法》，这是中国第一本书法
专业杂志。
稍晚，黄简、高式熊先后被借调到《书法》

杂志社，借着借着索性“归队”———调进去当
了编辑。这是后话。

回首当年，有一幕蔡锡瑶印象最深：一
天，她在三楼房间里听到高先生又来了，但等
了好久不见人影，遂跑下去看个究竟。原来，
高先生手里拎了一只活鸡来，走到一半，鸡挣
脱了。高先生正与鸡周旋着，一抬头看见她，
乐呵呵地诉说：“我摘帽了，开心得不得了！高
师母让我拿只鸡来给你们吃吃！”

从二工大退休的蔡锡瑶，现在整理公公
遗存的书稿、书信，遇到很多古体字、异体字
不认识，少不了要跑去请教高式熊。她曾经
眼看着四明村高家的书房兼卧室被书和资
料（不少属于文物）挤得容不下人了；亭子间
里的沙发、茶几上堆起书和资料，越堆越高，
人也走不进了；后来买下的后楼一小间，又
眼看着里面的写字台照样堆起书和资料，越
堆越高，人又走不进了。是那满坑满谷的书
和资料，衬托起高式熊的阅历和学问吧。“在
上海，只有高先生学问深，再怪异的字问上
去，他都能脱口而出。”她说，郑逸梅先生在世
时，也是这方面的内行，可惜郑先生已经去世
多年了。
提起艺文掌故专家郑逸梅，他与黄家的

关系，从 .#*#年以前就开始了。他自家数十
年的积累在“文革”中被抄，装了整整七车。
“文革”后期，他频繁出入黄家，与黄聿丰聊天
之余，每星期都借走一批青山农在民国时期
与文化界、政界人士的通信，下次来把书信交
还时，外面简单而又工整地写着这些书信的
作者和简介，再借走另一批。青山农的书信，
很多都经他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