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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信局的长途邮差

巧遇贵人 发迹变泰

据民国《巴县志》记载，重庆邮传自古利用邮驿。邮
驿又称为铺，有“急脚铺”“马递铺”“水铺”之别。遇水使
舟，陆路行马，崎岖小路，疾步快递，铺铺相接，随到随送，
昼夜不停，其方法与作用颇似现在的邮政专递。但限于
交通工具和规模落后，它早年只为官府传递公文，不对商
家和老百姓开放。

陈洪义是四川省綦江县人（今重庆市綦江区），自幼
父母双亡，家境极为贫困。1866年，他将自己创办的“麻
乡约信轿行”总部迁到重庆，开始为商家和普通老百姓传
递信件，网络遍及西南，使邮政服务进入寻常百姓家。

陈洪义的经历具有传奇色彩。他生于1834年，早年
在綦江、重庆抬轿子，后在川黔道边区做挑夫，常无偿为
挑夫头挑东西，因而受到挑夫头信任，成为得力助手。

“湖广填四川”来到綦江的移民因思念家乡，每年都
要推选人员回故乡湖北省麻城县探亲，往返均要带送土
特产和信件。选出的带信人办事公正，讲守信义，人们称
之“麻乡约”。麻指故乡麻城，乡约是负责调解民间纠纷
的中间人。陈洪义作小夫头时，常为伙伴们排忧解难，遇
有利益纠葛，他总是自己拿钱出来调解，平息风波。于是
大家推举他做带信人，恰巧陈洪义脸部有麻子，江湖人俗
称“麻乡约”。

1852年，一位名叫唐炯的四川官员调任云南做布政
使，携带家眷前往，路过綦江时缺一个轿夫，当地衙役便拉
陈洪义顶替。陈洪义为唐母抬轿，四平八稳，言语恭敬，布
政使很满意。到昆明后，唐炯便资助陈洪义开办了最初的

“麻乡约大帮信轿行”。有布政使做靠山，陈洪义的事业一
帆风顺。1862年，在唐炯的支持下，他承办云南官署公文
寄递和公款、协饷的运送，自此“麻乡约”信誉日隆。

信轿行的业务是客运、货运、送信，初期以客运、送信
为主。那时没有水路可通行的西南州县，外出依靠马匹
和轿子。官道大路沿线的城镇，都设有马帮行和轿行，但
一般只跑短途客运。陈洪义则专揽长途客运，先后在重
庆、成都、宜宾等主要城市设立了轿行，并在各主要路线
的沿途城镇，自办或特约合办分行。

长途轿子运输有三种方式：直达、一站接一站、乘客
互换。陈洪义在重庆至成都的永川、隆昌、内江、资中、简
阳、龙泉驿等地，陆续设立了分行，既便于一站接一站运
送旅客，以及供轿夫歇脚住宿，同时又利于与成都来的轿
夫对换乘客。

“麻乡约”还同时在城市和近郊开办了短途客运，随
呼随到，叫作过街轿子或“溜溜轿”，广受欢迎。

民信先锋 有口皆碑

1866年，陈洪义将“麻乡约”总部迁到重庆，在下半城
西二街设立了邮件总局，同时将货运行迁到重庆。他发
财不忘本，同年特意在老家东溪镇也开设一家分店，至今
犹存。

“麻乡约”随后在成都、嘉定、泸州、贵阳、昆明、打箭
炉等地设立邮件分局，初建邮路网。它递送邮件分为正
站、快站两种，正站相当于现在的平信，快站相当于现在

的快信。
在快站信中，最出色的是火烧信和么帮信。火烧信

是烧去信封的一角，要求邮差加急快递火速送达；么帮信
是用数层油纸包裹邮件，避免雨水浸湿，包裹还缚着木
片，万一不慎落入水中，不致沉没。这种邮差不带其他信
件，特快专送。火烧信和么帮信的邮资远远高于一般邮
件。“麻乡约”的快递方法，是信局邮差日夜步行，从昆明
到贵阳7昼夜、从昆明至宜宾12昼夜。特快专递雇用马
帮，从重庆到昆明15昼夜、从昆明到会理3天半。

1896年至1897年，西南三省发生商战，竞争激烈。
当时虽朝廷已设立官办邮政局，但因“麻乡约”信用高，重
庆的大票号、自贡的大盐号，多仍委托“麻乡约”寄信。为
了尽快交流信息，商家所付的快赏费，有时一封信多达数
十两或百余两文银。在丰厚报酬的刺激下，“麻乡约”的
快信可提前一半时间，特快提前三分之二时间。

为迎合用户需要，“麻乡约”民信局采取了增加投递
次数的办法与同业竞争。1883年，松柏长、三厢子等民信
局，对寄往各地信件，每月收发信定为3次到6次，“麻乡
约”则定为9次。每遇商贸兴旺季节，又将营业时间延长
到半夜。此外，平时还给长年雇主多种便利，如晚间派人
登门收揽邮件和汇款；先记账，后总付邮资；有多封信件
交寄，可面议折扣；商号、票号、盐号的职工交寄信件或包
裹免费优待，等等。

对于外省如陕西、湖北等地的信件，采取与各省民信局
协定互寄的方法，每年年终，各自结算存欠款项，如数付给。

“麻乡约”开展民间邮件业务，极大方便了商人和平
民，助推了商贸和信息传递，为人称道。

货运业务 信誉卓著

“麻乡约”承担货运，最初是作为轿行、民信局的附带
业务。对顾客携带的成批物品，代雇驮马或代荐行帮运
送。对小件少量物品，作为长途轿子的附带品运送，不收
取费用。总部迁到重庆后，陈洪义开始承办长途客货运
输，业务范围遍及四川、云南、贵州、陕西、湖北。1877年，
唐炯出任云南矿务大臣，又将东川的铜、个旧的锡交由陈
洪义运输，业务火爆。

“麻乡约”的货运路线，起初是沿邮路展开，依托的是
各地信局。总局迁渝，业务扩大，遂以昆明、贵阳、成都、
宜宾、广元、打箭炉等地为连
接点，设立分店，承运省际
间的货运。

“麻乡约”货运以重庆
为集散地。由重庆承运
至云南、贵州和康藏方面
的，主要有苏广杂货、颜
料、棉纱、匹头、丝、煤
油、烟叶等；由云南、贵
州、康藏运到重庆再分
散销往长江中下游
的，主要有山货、猪
毛、牛皮、羊皮、药材
等。1908年，“麻乡
约”曾由昆明经个
旧、河口等地将丝、
茶等运往越南，从昆
明经楚雄运往缅甸，
为国际贸易服务。

1928至1929年间，“麻乡约”基
本上包揽了重庆运往贵阳的货物，每
一批次在长江南岸龙门浩集中。出发
时，挑夫队伍在黄葛古道蜿蜒数华里，
俨如一支庞大的货运大军。从昆明经
曲靖、东川、昭通到宜宾的货物，也几
乎被“麻乡约”包干。

商家和主顾之所以信任“麻乡约”，在于其全心全意
地服务。陈洪义十分重视运输质量，他要求从包装环节
起，就由管事或挑夫头亲自监督。根据货物性质，包装
成不同的样式，一般每挑约在100市斤至150市斤之间，
便于运送。货物的包装除用油纸、革席、篾席、麻袋外，
有的还加盖斗笠，以防雨淋受潮。对玻璃、瓷器、精致的
手工艺品，包装更细致。特殊货件要做记号或插上松柏
枝等作标记，提醒挑夫小心。货运途中，除人力不可抗
御的火烧水淹，其他如偷窃、盗卖、遗失、损坏等一概负
责赔偿。

“麻乡约”在重庆白象街设立鸿仁客栈，作为招待远
道商家食宿及货物暂时存放处。客栈有七八十间房子，
长年住着数十位商家，费用低廉。客栈还附设有茶馆，作
为挑夫头、挑夫等候分配任务的场所。平时大家在茶馆
里喝茶打牌，晚上则作为挑夫的临时住宿处。

有了这样周全的服务和理赔，商家和主顾不找“麻乡
约”去找谁呢？

民间邮政 功不可没

陈洪义没有多少文化，但待人诚恳，舍得让利，善于
用人。

鼎盛时期，他拥有挑夫头120余人，通过挑夫头组织
交通沿线数以千计的挑夫。陈洪义说：“你们能唱多大的
戏，我就给你们搭多大的戏台。”很长一个时期，为“麻乡
约”做事的人都很卖力。每个人都有一摊既属于信轿行，
又属于自己的营生，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美好前景。陈
洪义的经营作风，使他赢得了盛誉，成为当时同业中首屈
一指的民间运输行业，一直被推举为重庆信轿帮首事，声
誉遍及西南。

1897年，清政府在四川设立大清邮局。“麻乡约”民信
局因信件投递快速，包裹寄费低廉，业务兴旺发达，得以
与官办邮局共存。

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1874年～1876年），“麻乡约”
民信局每年办理银号、票号、商号所寄递的汇票和现金数
量，最高时达300余万两白银。然而，家族式管理使“麻乡
约”不能随时代进步而改变经营中的落后成分，不能适应
交通发展而改进其保守的运输组织和落后的运输方式，还
是肩挑人扛步行送货送信。更由于陈洪义将积累起来的

大量资金，投入重庆、贵阳、昆明的房产，期
望坐享其成，导致事业后继无人。

1911年陈洪义去世，“麻乡约”业务由其
家人继续经营，后租赁给他人经营。1947

年，家属将“麻乡约”招牌租给军人
左君实经营，不料此人不务正

业，代客走私，甚至代
运烟毒被政府查获，
多次受罚，1949年被
迫停业，“麻乡约”也
就此结束。

作为民营企业，
“麻乡约”初步具备
了近现代邮政的基

本特征，可
谓开创了重
庆近现代邮
政的先河。

““麻乡约麻乡约””是重庆最早快递公司是重庆最早快递公司
特快专递到昆明需要15昼夜

□杨耀健

谁能想到，170多年前重庆
綦江人陈洪义创办的“麻乡约信
轿行”，竟是重庆近现代邮政的
起点。后来，随着陈洪义将他的
“麻乡约信轿行”总部迁到重庆，
开始为商家和普通百姓传递信
件，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邮政服务
才进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
究会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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