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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石林石鼓坪的传说 □罗慧丽

相传，在太平天国后期，有一支太平军突围来到四川与
贵州的交界大娄山一带，先后遭到曾国藩的湘军追击，几乎
全军覆没，其中有部分太平军有幸逃到万盛石林境内的南
天门山脚下整顿，以利再战。

山势陡峭的南天门，属大娄山余脉，系古生代造山运动
遗留下来的断层痕迹，其山脉走向南北横耸，沟壑东西纵
深，过去是通往贵州桐梓、遵义等地的重要关隘。太平军首
领熊大人见这里坡陡石头多，能守又能攻，于是，就在这里

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准备与湘军决一死战。在不到半年的
时间里，队伍就扩充到四五千人。

令太平军首领熊大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在这里练兵的
消息不知什么原因走漏了，被曾国藩带领的湘军知道了。
于是，曾国藩决心围剿这支残军。熊大人探得情报后，便下
令士兵用山上的石头凿成石鼓的模样，把石鼓的中间挖空，
用大水牛皮绷成鼓面，四周可围着二三十个人擂鼓。

这年冬天，南门天一带被满山白雪覆盖时，湘军果然来

到这里。他们刚一踏入太平军的伏击圈内，只听到山上响起
“咚咚咚”的擂鼓声，如同地震雷鸣一般。顿时，喊杀之声四
起。由于湘军不明虚实，顿时人慌马窜，乱成一团。见此，熊
大人率领太平军乘势出击，湘军只好丢盔弃甲，仓皇逃命。

熊大人在此休整了一段时间后，便领着这支太平军从这
里转战到了贵州等地。后人为了纪念这一战役，就把南天门
山下万盛石林境内的一块巨石称为“石鼓坪”。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重庆第一家民信局
清道光二年（1822年），湖北汉口胡万昌

民信局在重庆朝天门信义街开设分局，重庆有
了第一家负责民间信件传递的经营机构。胡
万昌民信局在中国邮政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清乾隆年间就在北京开设了分号，天津、上海、
成都等大城市以及长江两岸的大小城镇，也有
其分支机构。当时的重庆胡万昌民信局上门
服务，派人去常有信件、包裹的客户家里收取，
有时客户还没写好信件，就耐心等待。有些客
户习惯做完当天生意关门后，才开始办理信件
事务，民信局深夜仍派人上门收取。万县(现万
州)是个水码头，当地人出行主要走水路，胡万
昌民信局设在万县的分局，定期在码头上兜揽
客商号和民众信件，方便群众。

重庆至宜昌、汉口的信件，分别需要5至
6天和8至 10天时间才能到达，邮资为60
文；到奉节需3至4天，邮资40文；到万州2
至3天，邮资30文。重庆寄到成都的信件需
7至9天，邮资也才40文，这说明当时成渝大
路通畅、易行。信局收取邮资做得很灵活，长
期往来的固定客户，可先传递信件后收邮资，
也可按月、季、年终一次性结账的方式。或
者，不论客户信件多少，一季一年包干收取邮
资。民信局收寄信件不贴邮票，在信件上盖
上各种戳记。有一封当年的实寄封，上面盖
着长条形戳记“天津胡万昌记轮船信局”，显
然是天津分号收寄的信件，邮路为轮运。

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开始兼办邮
政时，重庆已有民信经营机构16家，1910年
重庆邮政总局改为副总局时，有近30家。

2轿行兼营民信业务
胡万昌民信局在重庆开设分局的第二年

（1823年），一个叫陈松柏的重庆人创办了重
庆最早的运输商行，商号名为“松柏长”，主营
长路 (长途)轿子和货运，兼营民信传递业
务。老重庆的长路轿行大都兼营民信传递业
务，现在看来，抬轿、运货、传递信件同属交通
物流行业。

相传明末清初，重庆出现过一种叫“麻乡
约”的非营利性民间通信松散组织。历史上

“湖广填四川”，大批麻城人迁徙到川渝地区，
远离故土、思乡心切，但又不可能举家返乡省
亲，只能每年推选出代表回麻城探望，往返时
带着两地的家信和土特产，以慰藉思乡之

情。年年如此，久而久之相约成固
定的习惯，称“麻

乡约”。
清同治五年(1866 年)，一个名叫陈洪义

的重庆綦江人，把设在昆明的“麻乡约大帮信
轿行”商号，迁到重庆城白象街，经营长路轿
子、货运和民信传递业务。陈洪义脸上有麻
子，为人耿直，常替人排解纠纷。明清时奉官
命在乡和里中管事的人，也称乡约，陈洪义因
此叫“麻乡约”，商号便取其意。

顺便说一下，有些史料记载，咸丰三年
（1853年）陈洪义做轿夫时，云南布政使唐炯
赴任，雇其轿抬母亲，一路四平八稳，侍候周
到，唐母甚喜，因此得到唐大人资助，创办“麻
乡约大帮信轿行”。这是无稽之谈，唐烔在光
绪八年(1882 年)才任云南布政使，时间相差
了整整30年。

陈洪义的民信业务有两大类：平信和快
信，分别称“正站”和“快站”。快站一般比正
站提前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时间送达，邮资双
方约定。快站中最出色的是“火烧信”和“幺
帮信”。火烧信由专人投递，不加带其他信
件，用火捻子将信封的一角烫烧个记号，日夜
兼行，火速送到。幺帮信用很多层油纸捆绑，
避免雨水浸湿，并且还捆在一块木片上，如途
中不慎落水，马上可捞起来。“幺”是四川土
话，或是“绕”字读别了，“捆绑”之意。云南天
顺祥商号寄这种快站信到重庆，除正常的邮
资照付外，另外加付纹银约二两。

正站信件的邮资和送达时间有明确规
定，重庆至成都邮资32文，8天内到达；至贵
阳邮资72文，11天内送达；至康定邮资100
文，半个月内到达。

1928年和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以信
函为国家专营为由，先后两次下令强制关闭全
国民信局。1934年，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兼营的
民信业务结束，但货运业务成为西南地区首屈
一指的商号，直到1949年因经营不善而歇业。

3重庆官办邮局兴起
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机构

进入中国，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建立租界，自
然涉及通信。因此，大约1842年，国内出现了
一种“客邮”机构和商埠邮局，开在商埠和租界
内，为非法邮政机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
从上海迁往北京后，在一些通商口岸开办邮
政业务，主要传递各口岸领事馆外国机构的
信件，这是海关代办邮政阶段。1876年，北洋
通商大臣李鸿章同意海关试办邮政，等有了
成效，愿奏请将海关邮政改为国家邮政。
1878年3月23日，天津海关书信馆对外开放
业务，是海关试办邮政的开端，并在7月，发行
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

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开关，重庆
海关邮局（Customs Post Of-

fice）同时成立，按“Post”
读音，民间称之

为“ 拨 驷

达”局，首任税务司好博逊兼任邮政司。办理
邮政业务时，使用大龙邮票、小龙邮票和后来
发行的慈禧太后60寿辰纪念邮票。海关邮
政，是政府大臣同意并经总理衙门授权试办
的，应视为重庆最早经营民信业务的官办邮
政机构。

1896年3月20日，光绪帝批准开办国家
邮政，第二年2月20日大清邮政局正式成
立，各海关寄信局统一改为大清邮政局。当
时全国划分35个邮界，5个副邮界，重庆为邮
界，设大清邮政重庆总局，是四川和重庆第一
个正式的官办邮政机构，管辖成都副邮界、副
总局及40个邮局和267个代办所。清政府
这时有意收回邮政权，但实权仍由海关掌握，
大清邮政重庆总局的首任局长由重庆海关税
务司继续兼任。此为海关兼办邮政阶段。

1910年全国重新划分邮区，总局设在了
成都，重庆改为副邮界副总局。

1911年5月28日，清政府邮传部从海关
收回邮政权，重庆邮政与重庆海关随之分设，
各司其职，但办公地点仍在海关内。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邮政，在1914年设
四川邮务区四川邮务管理局，重庆和万县设
一等邮局。1923年 4月，因四川邮务区过
大，划为西川、东川邮务区，重庆管理东川邮
务区，重庆一等邮局升格为东川邮务管理
局，辖82个县的邮局，其中一等局3个、二
等局 65个、三等局 83个，以及四等局、支

局、代办所、邮站等1900多个，直至1949
年12月31日。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云中谁寄锦书来
看看老重庆人是怎样通信的

□陶灵

古代官方信件
文书的传递，有专
门的驿道、驿站、驿
卒负责，类似于今
天的邮路、邮件中
转站、邮递员。

秦朝重庆就有
通往中原咸阳的道
路，大约在西汉时
期开始出现驿道、
驿站，每15公里设
一驿，5 公里设一
亭，为文书传递人
员途中提供食宿、
换马服务。元代
时 ，开 始 设 急 递
铺。驿站之间由驿
卒骑马传递信件文
书，凡骑马不能到
达之处，或普通公
文，则由递铺卒步
行递送。每10里、
或15里设一铺，每
10 铺设一邮长。
清代时，公文传递
机构有驿、站、塘、
台、所、铺，分别负
责文书、军报和官
物传递。现在重庆
地名中很多带驿、
亭、铺的，如铜罐
驿、袁驿、邮亭、桥
亭、石桥铺等等，
便是沿袭了古时驿
站、邮亭、递铺的
称谓。

古代民间通信
一般依靠朋友、亲
戚、邻里互带信件来
完成，如遇紧急事
件，才会专门派人送
信。当然，飞鸽传书
也是古人采用的一
种通信方式。

重庆至成都早班邮件
运输队的邮差们

民国时期，重庆水路邮

差正在装载邮件上船。

重庆一等邮局的邮

差出发前

巫溪宁厂古镇20世纪70年代邮政电信合
营时期的“人民邮电”老营业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