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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开办120周年（下）
! ! ! !为进一步商谈国共通邮并寻求
帮助，林卓午于 !"#!年年底乘邮车
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
林卓午并顺利拟出通邮协定。不久
后，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
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名义公布了
《第十八集团军关于邮务问题的通
令》，通令重申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
邮政的政策，指出，“邮务系有关抗
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
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章规
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以充分
之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
林卓午返重庆途中，在成都对

中华邮政高级职员们发表了如下讲
话，“国共地区长期不通邮，根本不
是共产党方面的刁难。这次亲自去
与中共领导人接触提出了一系列开
局、辟路、班期、经费、邮票、人事、交
接手续等问题，无不一一同意照办，
其顺利完全出乎预料”。
不过，国共通邮功臣林卓午却

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先是有
特务对其在西安的住宅进行搜查，
后又以“糊涂昏聩”为名对其撤职查
办，经人担保后，林卓午才得保全，
后来被贬到安徽省霍山邮局，直至
抗战胜利。

日本投降后，!"$%至 &"$"年，
国其双方举行过两次通邮谈判，第
一次直接导致国民党政府于 &"$'

年 &月下令对解放区实行经济交通
封锁，(月，中华邮政总局下令停止
国共双方交换邮件。尽管内战中，中
共依旧奉行保护中华邮政的一贯政
策，但国民政府屡屡翻脸，不仅禁止
通邮，还强令中华邮政员工撤退。

&"#(年 &&月，一位署名方胜仁
的给中华邮政公局公众服务课写信，

指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收寄往沦陷
区洛阳的家信还说得过去，为什么
“现在都是中国人，却不收洛阳（已经
被解放）的信，难道共区比日本人还
厉害吗？”)个月后，蒋介石发表“求
和”声明，迫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
行政院批准试办国共两区通邮。

&"$"年 $月，华北邮政总局代
表与中华邮政总局代表在北平就全
面通邮开始正式谈判，达成协议。就
在双方决议签订通邮协定当天，翻
脸比翻书还快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
做出“对中共通邮、电、汇兑一律停
止”的决议，南北通邮回到隔绝状
态。此时，离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
险，顺利打通南北邮路剩没有几天，
年底，中华邮政 *%++多个局所将面
临被各级人民政府接管的局面。而
在 !"$"年初还热议的“国共通邮”
将彻底成为历史词汇。

!"$"年 "月 ,'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
务院下设邮电部，&&月 &曰，邮电
部成立，朱学范部长，王诤副部长就
职，中国邮政重获新生。
邮电部成立时，人民邮政发展

了 ,+余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
速度极为缓慢，通信设施也十分简
陋落后。&"$"年仅有 $,+'个自办
邮政局所分布在辽阔的中国土地
上，平均每个县只有两个。内地城镇
的邮政设施也好不到哪里去。从
&"-+年起，邮电部注意逐年增设邮
政局所，调整和发展代办机构，大力
发展邮政业务，恢复邮政通信，改善
城乡投递，发展农村和边远地区的
邮政通信。从 ,+世纪 -+年代的罗
淑珍，到“深山信使”王顺友、“溜索

姑娘”尼玛拉木，再到“最美邮递员”
群体，每一个都是“情系万家、信达
天下”的最好诠释。直到今天，在一
些偏远落后地区，邮递员仍是人们
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

&""(年邮电分营后，中国邮政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升级，企业
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
高速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
“十二五”期间，为更好的服务

“三农”，践行央企的社会责任和政
治责任，中国邮政加大设立网点力
度，不仅没有裁减每年都会巨额亏
损的偏远网点，反而增加了 ($$+

个。,+&$年底，中国邮政 -.,万个支
局所中，/0$ 的网点、,1/ 的邮路都
在农村。每天，!( 万名邮递员将
'(++ 多万件邮件和报刊等传递到
城市乡村、千家万户。在世界各国邮
政中，中国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
务的业务种类是最多的，服务范围
是最广的。

信函、报刊、包裹、邮储、汇兑、
贷款、保险、农资配送、农村电商等
各类服务，都由中国邮政来提供。
,+!,年以来，全国邮政为农民配送
化肥、农药等各类农资超 -++万吨。
只要农户出现融资问题，小微企业
资金出现短缺，邮储银行首先来解
决。为更好地推进“工业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中国邮政依托邮乐网电
子商务平台和 !+万多个村邮站，大
力发展电商，光 ,+!-年 !2!!月交
易额就已超过 !+,3)亿元。
在海南安定县的中国邮政村邮

站，村民们不仅可以缴电费、充话
费、订报、转账、买机票，而且可以享
受代收寄信件、助农取款、邮乐代购
等服务，甚至还可以办理残疾人优
待证、二孩准生证等证件。村邮站转
型成为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不得不
归功于中国邮政在便民服务方面的
大力投入。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虽然导致邮

政传统业务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但
中国邮政紧紧抓住电子商务蓬勃发
展的机遇，探索对速递物流等竞争

性业务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采取
“仓储配送供应链金融”模式，带动
包裹寄递快速增长、做大做强。一方
面，加强与阿里巴巴等电商企业及
民营快递公司合作；另一方面，推行
“走出去”，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
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海外仓，促进跨
境电商发展。
诚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国华所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4""(年邮电分营时，中国
邮政总收入 )('亿元，亏损 4'"亿
元；到 )+4#年，中国邮政总收入跃
升至 #+#'5'亿元，年均增长 4(6，
利润总额 /-%.-亿元。十几年的时
间7中国邮政进行多层次的改革，完
成了大步跨越式发展，成为经营传
统邮政业务、金融、包裹快递、电子
商务的现代企业集团。
此外，中国邮政充分利用邮票

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为社会提供
兼具艺术性知识性的高雅集邮藏
品。从 ,+&/年的《美丽中国》邮票，
到 ,+&-年《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特
种邮票，再到 ,+&%年即将发行的
《海上丝绸之路》邮票，将中国优秀
文化巧妙浓缩于方寸世界间。

&,+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展望
未来，中国邮政将以建成世界一流
邮政企业为战略目标，加快改革创
新，推进转型升级，切实履行邮政普
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义务。在“十三五
时期”，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将成为以
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为基础，以金融
翼和寄递翼为重点，以中邮保险业
务、包裹快递业务和农村电子商务
为新的增长极的现代服务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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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给国史馆总裁上书

在《戒诗五章》的第二首，先生写道：“百
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
祟焉。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有未灭者
存，何用更留迹？”

先生在夜深人静时，百感交集而泪湿满
襟。其中，有些原因是自己诗心未灭。但是，
他想进入万念俱寂的无我之境，能做得到
吗？中国伟大的传统士人感时伤世的
情怀，在先生的心中是难以消释的。
这里不简单是写诗和戒诗的问题纠
结，而是一种融化在血液中的人格元
素在继续发酵、奔突、沸腾。

在这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嘉庆皇帝驾崩。其次子旻宁继承皇
位，颁诏第二年（&(,&）为道光元年。
这艘锈迹斑斑、到处布满罅隙的巨
轮，虽然继续航行在大海上，但前方
激浪汹涌、暗礁密布，正面临触礁、沉
没的噩运。但是船长和他的船员们意
识到了吗？

龚自珍于道光元年（&(,&）春，到
任内阁中书，参加国史馆修订《清一
统志》，任校对官。以龚自珍的才学而只能
屈居一个小小的校对官，只能让后人为之
扼腕。以龚自珍的个性，他也不会默默沉寂
地甘于当一个文字校对。于是，紧接着就有
了有点不合官场潜规则的上书举动，给国
史馆总裁上书一封《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
纂书》。如果在这封书中，只是指出《清一统
志》中的差错也就罢了。而仅仅是指出差
错，显然也不需要特意长篇大论地写一封
信给“总裁”，在书上做上记号，交上去即
可。但先生的信有五千多字，除了指出《清
一统志》中的十八处疏漏和错误，同时在信
中“论西北塞外源流，世系风俗、山川形
势”，结果“总裁”将他的信札删掉了两千
字，其理由是“头衔不称”。其潜台词无非
是，你一个小小的校对官，干好字词差错校
对就可以了，用得着纵论西北大势吗？是向
我“总裁”显摆你的学识吗？这是典型的“位
卑而言高”啊！这位上司显然不是什么胸怀
大度识才之人，此事引起上司心中的不快
是必然的。而龚自珍对如此森严的等级观
念也感到很不适应，他在后来的《己亥杂

诗》中曾就此事而感慨：“东华飞辩少年时，
伐鼓撞钟海内知。牍尾但书臣向校，头衔不
称閷其词。”

龚自珍上书的举动不仅于此，还在这
年春，上书了觉罗宝兴。这封上书的内容
同样涉及了西北的问题。这封信是写给觉
罗宝兴的，觉罗宝兴正是龚自珍第一次参
加乡试中副榜时的房考官。在龚自珍到任

前获知觉罗宝兴出任新疆吐鲁番
领队大臣。按照官场不成文的规
则，觉罗宝兴担任过龚自珍房考，
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师生关系，因
此，龚自珍觉得以师生之谊给他写
信不算唐突，言辞十分谦恭。
先生的信名为《上镇守吐鲁番

领队大臣宝公书》，信中着重提出如
何对待回部的有关政策问题。信的
篇幅长达数千字，对如何安抚、治理
边塞提出了许多建议，其核心理念
是对少数民族要以诚相待，“不以
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信
尾有一段结语说“是故今日守回之
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

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
食，唪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
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
积福于无形……”龚自珍在这里，不仅仅是
提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问题，同时从根本
上谈到了安抚人心的关键，是建立一种价值
观认同基础上的伦理道德秩序。这样才能使
边塞真正做到安定祥和。龚自珍在呈送此信
时，还附上了经过反复修改的论文《西域置
行省议》。

这封信呈上后有什么回音？也不清楚。
未见龚自珍后来的文字中有对此上书后续
反馈的任何记录。觉罗宝兴是三品大员，对
一个七品小校对官的来函不予回复，也并不
令人奇怪。也许，龚自珍与他关系的密切程
度远不及与林则徐，可以推心置腹。让龚自
珍感到特别失望的是，他的重要论著《西域
置行省议》中，有诸多如何加强西部管辖、安
抚边民的建议，如主张西域置行省，由内地
移民至边疆，发展耕牧，并健全军事组织，防
止外来入侵者。可惜这些建议都未能得到重
视和采纳。

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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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担任#书法$杂志篆刻编辑

&"'(年，高式熊 -(岁，就在这“过两年
就是退休年龄”的当口，版画家陈柯田推荐他
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书法》杂志篆刻编
辑，协助方去疾掌管篆刻方面的稿子。

衡山路 ,/'号是一幢上世纪 -+年代建
造的四层水泥建筑，兼作“朵云轩”的工房和
编辑部。编辑部在二楼的两间，编辑部主任余
白墅管木版水印兼书法绘画书籍的出版，周
志高是书法编辑，方去疾是篆刻编辑。

据《书法》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赵坚回忆：
周志高拿了一本已出版的《书法》试刊给他
看，说两个封面是郭沫若题写的，“我不由心
起敬意。可是翻翻内容，尽是随着政治风波而
起的作品，因是‘四人帮’垮台前后出的，也难
怪！”不久新闻出版局来通知，这本刊物停止
外售、查封。据余白墅回忆：当时的社长吉少
甫与郭沫若有亲，故郭老来上海，他被叫去奉
陪，有机会请郭沫若题写刊名。
刊物被查封后，赵坚认为，虽然试刊内容

有误，但刊物还是可以办的。他与周志高商量
重新起草报告，得到社长周蔚云的支持。经新
闻出版局批准，十六开本的双月刊《书法》杂
志出版，由赵坚任主编，周志高任责任编辑。
又陆陆续续调进黄简、王宇仁、吴崇文、高式
熊、潘德熙、方传鑫、吴建贤、刘小晴等，一时
间人才济济。还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同仁叫陆
心龙，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了。在外人看起
来，高式熊在书法篆刻上名气不小了，还在工
厂里当工人总说不过去；进入《书法》编辑部，
算是归队了，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
高式熊起初也对新工作满怀憧憬，上岗

后才发现自己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通
过来，要求刊登稿子。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件稿
子，有缺点就指出来，希望作者修改；可是，作
者懒得改，有的对他说：“侬帮忙改改好拉
倒！”还有人让他推荐稿子刊登，他认为不够
格，非常反感……
“就这样，每天看完所有的来稿，混混日

脚，混了两年就退休了！”
比较前后两种工作环境，

他还是喜欢工厂，“工人做事
认真，讲话直爽，讲实话；社会
上讲虚话，无聊的吹捧，争名
夺利……”他把出版社视作

“社会上”。在“社会上”，有人讽刺他顽固不
化、守旧，只会捧老古董，没出息；同样也有人
夸他路子正、功底扎实，所以越做越好。
不过，现在回想书画社那两年，也不是没

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情节。&"'"年，《书法》杂
志举办群众性书法比赛，应征稿件雪片一样
飞入编辑部，落款“苏局仙”的稿子———临《兰
亭序》令编辑高式熊眼睛一亮，“这是件特别
的东西！”待谢稚柳等全国评委聚在一起看，
也纷纷叫好，就给评了个一等奖。苏局仙还是
“末代秀才”呢，一辈子默默无闻，直到 "(岁
上得此大奖，一时间门庭若市，周浦牛桥通往
苏家的路也被修好了，书协会员、文史馆馆员
的头衔都给了他，正在拍摄纪录片《话说长
江》的日本摄影团队也闻讯赶去拍了三天。近
百岁的新晋名人吃不消了，需要有关方面帮
忙控制登门拜访的人数……人们把这一切归
功于沙里淘金的编辑，与苏局仙素不相识的
高式熊却说：“做事不好为个人的，我是凭作
品，发现人才就要公之于大众。”
进书画社没多久，高式熊就由周志高带

去见了宋日昌。从上海市副市长任上退下来
没多久的宋日昌，当时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业余爱好写写字，所以拜他为师。从
此，他就经常被接去指导这位老来学吹打的
学生。“给我的字提提意见吧！”这是学生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有时候，一大早就是一通兴奋
的电话，“我照你讲的用笔，试过了，写得汗都
出来了！”后来，请宋日昌写字的人多了，他早
上写，高式熊就在边上看着，及时给予指点。
“你讲得有道理啊，我用上去了，的确好的确
好！”老师分享着学生的喜悦，师生俩交往了
三四年，直到宋日昌去世。

王讯漠，现在是空军某部副司令员、少
将，中国书协会员。当年，他想学篆书，书法家
刘小晴给他指路：“学篆书嘛，问高式熊好
了！”高式熊看他喜欢写，就手把手地教。他要
临老师的篆书，老师摆摆手，“我的篆书太推
板，侬要去读《说文解字》，临汉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