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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信局邮票

清末，中国信息传递
仍依赖古老传统的邮驿，
官办驿站和民营信局承担

了政府和民间的邮寄服务。
当时在重庆，邮差是个不错

的职业，虽然异常辛苦，但跑一趟
成都可保一家5口一月温饱，从
业者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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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洋人“客邮”业务惊动朝廷
1840年起，近代邮政在英国兴起，并很快传遍欧

洲。它实行普遍服务，方便公众用邮。它在中国有一个
更形象的名字——客邮。

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借五口通商，纷纷在中国
设立各自的邮局，引入本国的邮政章程，并发行各国的
邮票，称之为“客邮”。他们从各通商口岸不断向内地扩
张，收寄华人和洋商信件。1863年，英国人赫德应聘出
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负责人）后，向清政府提出按西方
办法办理邮政的建议。此后，赫德再三催促清政府早日
兴办邮政，获得朝廷批准。

1866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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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收寄范围限于
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

从1868年1月开始，海关兼办邮政，在天津收寄外
侨的信函是第一个阶段，允许民用。第二阶段是海关试
办邮政，将西方国家的方式方法引入中国，开始实践，使
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海关邮政的开办，打破了几千年
来中国传统的通信模式，利用火车、轮船等先进交通工
具，提高了邮件运行速度，并仿照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
开办包括快信、包裹、汇兑等多项邮政业务。

海关试办邮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行邮票，便于
计费。1878年，上海海关造册处，以大清皇室的象征蟠龙
为图案，印制了一套三枚邮票，图案相同，颜色不同。

在海关试办邮政18年后，1896年3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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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大清邮政官局成立，清代国家邮政诞生，聘任海关总
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邮政仍由海关管理。

大清邮政于1897年2月20日正式营业，以通商口
岸为中心，依次向内地扩展。

2 重庆是全国35个邮界之一
1891重庆开埠，英商重庆转运公司私自设立递信机

构，发行利川公司邮票。同年，英商开办了重庆信局，
1893年发行商埠邮票，图案为重庆南岸觉林寺报恩塔。
重庆信局首任局长是英国人施约思，邮路仅限于长江沿
线开放商埠，如宜昌、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因邮费贵，
客户主要是外商和华商，一般人还是依靠民办信局。

重庆信局办公处设在海关内，地点在朝天门糖帮公
所。早年重庆的经济中心在下半城，因靠近码头而日
盛。英国的毛呢、花纱，日本的五金器材、味精，美国的
颜料、油灯，印度的香料、首饰，在密如蛛网的交易所内
交割。各类汇票、银票、账单、清单，在多如牛毛的钱庄
里兑现、结算。此后重庆海关在白象街修起大楼，邮政
随迁，但始终都在下半城。

1897年2月20日，按朝廷规定，各地海关邮务办事

处一律改为“大清邮政局”，中国的国家近代邮政由此诞
生，重庆信局改为大清重庆邮政总局。

根据《大清邮政开办章程》，全国划分为35个“邮
界”、5个“副邮界”，重庆拥有的区域地位，使之成为全国
35个邮界之一。从这一天起，山城民众有了使用官办邮
政机构传递信件的条件。春寒料峭，邮局门外有人燃放
了鞭炮。

重庆邮界管理的范围很广，除重庆外，还有川东地
区，以及贵州遵义、云南昭通等地。

重庆海关负责人由英国人好博逊担任，海关高级职
员大多是洋人，历年担任主管税务司职务者，英国人占
一半以上，其余来自法国、德国、丹麦、西班牙、挪威等
国。邮政不是海关的主营业务，但是好博逊相当重视，
指派洋员具体负责。

重庆海关邮局的业务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级为政府
公文和急件，第二级为普通民众的信件和军队需要转运
的物资。重庆海关邮局初期开办明信片、书籍、货样等
业务，也经历了兼办、试办、开办三个阶段。

重庆海关邮局利用了官方的驿站。此时驿站设置
比以前更多、效率更高、更成体系。驿站管理分中央和
地方两个体系，地方驿站归各省按察使管理，具体落实
到各府、州、县衙门。

重庆海关邮局利用了水运系统。重庆成为长江上
游航运中心，航线下游可达宜昌、汉口、南京、上海；上游
可达泸州、宜宾、乐山。还有嘉陵江航线，可辐射川北、
陕西。海关邮政利用挂旗船或民用船捎带邮件。

在没有水路的地方，只有靠陆上传送。重庆海关邮
局的邮差，平时都是徒步投递邮件，投递紧急公文才能
骑马。遇到恶劣天气或山高水远的目的地，邮差非常辛
苦。所谓的“八百里加急”，是清代最快的传递重要公文
的标准，一昼夜传送800华里，这个速度现在看来不算什
么，当年却是非常让人吃惊的。

3 邮差每月跑一趟可保全家温饱
成都至重庆的邮政运输，是四川邮区的重中之重。

成渝两地的官道被称为东大路，本是古代驿道干线，历
代官府在沿途均设有铺和驿。清代15华里设铺，30华
里设驿，铺有铺丁，驿有驿臣，送公文、传政令、递邮件。

东大路全程约800华里，沿途设有5驿、4镇、3街、
72场，共计10站。民信局和海关邮局发送的邮件，均由
人力挑运，分为昼夜兼程班、一日白班、三日白班等，每
一班邮件运输，都有限时完成的规定。

按老规矩，成渝两地间的加快邮件，送达时间为五
天五夜。随着商业对信息和销售的要求，这个速度不能
满足客户需要，多次有商家上门提意见，要求改进。

1909年春季的一天，四川海关邮务长英国人里齐，

指派英国籍邮务官克定做队长，率领一队邮差挑运着多
袋快班邮件，从成都管理局启程，一齐快步向东前进。
出发前，克定对邮差说，只要大家努力干活，早到目的地
简阳，他将发放奖金。

东大路沿途食宿服务业十分兴旺，尤其是场镇、驿、
铺所在地，客栈、饭馆、酒馆、茶馆格外集中。以前到达
一个场镇，邮差都要搁下邮件担子，到茶馆、烟铺休息一
下，然后继续赶路。这次英国邮务官克定虽也允许休
息，但时间有限，大约一刻钟。

这一队邮差连续步行9个小时，走到距成都120华
里的简阳。证明了加快步行速度后，每小时能走13华
里，成都至重庆全程800多华里的快班邮运时间，可在三
天三夜内完成。四川邮务长里齐据此规定，以后成渝昼
夜兼程快班，限三天三夜完成，超时扣发薪金。

笔者搜集到19世纪末一位官办邮差的老照片，由于
年代久远，有些细节已比较模糊，但这位邮差号衣上的

“陕西邮差”，以及前后邮包上的“西安府至兰州府”“西
安府至平凉府”字迹仍清晰可辨。靠着邮差的双脚和扁
担，相隔千里的亲友可以互通音讯，以解思念。当然，这
名邮差不是直接从西安走到兰州，他会传递到下一个站
点，由另外的人继续运送，像接力赛一样。

邮差如此辛苦，有多少报酬呢？参照麻乡约1920年
的力资，重庆至成都11到12天，客户付款13元，行内提
账1元，力夫实得12元。重庆至昆明45至46天，客户付
款47元，行内提账1元，力夫实得46元。重庆至贵阳15
至16天，客户付款17元，行内提账1元，力夫实得16元。

根据物价资料，1920年一个五口之家，全年伙食费
132元，每个月平均11元可维持生计。当时一个标准家
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以下。这样算来，邮差每
月跑一趟长途，即可保证全家温饱，难怪从业者趋之若鹜。

4 想入“大清邮政局”必须英文过关
1906年，清廷设立邮传部。重庆海关邮政总局仍由

洋人当家，华人担任次要职务，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重庆海关邮政总局的档案几乎全是英文，便于洋人

管理。重庆与上级海关，以及其他地区日常公务上的联
系来往，均用编号英文公函、半公函和英文密码电报。
海关订阅的中国报纸，每期都由华人职员简要地译成英
文，用打字机打好，分送给邮务长、副邮务长、会计长、监
察等阅读签字。会计部门日常上账均用英文表格登记
核算，各种定期报表，也用英文编辑汇报。职员每天签
到，也使用英文签名。因此，但凡想考入“大清邮政局”
的华人，英文必须过关。

1909年，重庆海关邮政总局辖邮局40处，代办所
267处，在母城主要街区设置了信柜，即邮筒。旧时的通
信机构，逐步为近代国家邮政所取代。

1911年5月，清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海关多次交
涉，达成邮政脱离海关由邮传部接管协议。朝廷设立邮
政总局并在各省分设管理局。正在交接中，辛亥革命爆
发，清政府覆灭，大清邮政改名为中华邮政。海关结束
了兼办、试办、开办约50年的邮政历史，将业务全盘移交
给北洋政府。交接工作历时5年，至1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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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重庆海关邮局改名重庆邮政一等局，1919年脱离海
关，搬迁到太平门顺城街（今邮局巷）。聘请英国人查
理·曼为首任邮政局局长，拨库银150万两为开办费。按
英国邮局格调，修建了一幢青砖邮政大楼及若干附属楼
群，外围及沿江用清一色的青砖筑围墙与外界隔开。从
此，重庆邮政开始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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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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重庆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