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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演生集邮。集邮随着现代邮政的发展而发展，集邮伴着

市场经济的繁荣而繁荣。集邮是一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跨越国

界的世界性文化活动，愈来愈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和极积参

与。我市集邮活动萌发于194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兴起于二

十世纪80年代初期o 1984年10月30日抚州地区集邮协会建立，

全市集邮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盛世修史”。编纂地方集邮史志，是抢救历史，总结经验，弘

扬集邮文化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为增强集邮协会凝聚力，促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份努力。

《抚州集邮志》，真实记录了抚州集邮事业的发展历程，生动展

示了抚州集邮活动的可喜成果，全面总结了抚州集邮发展的点滴

经验。她的面世，为宣传集邮，扩大集邮的社会影响，推动21世纪

抚州集邮事业持续发展，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首过去，抚州集邮曾留下清晰的历史

脚印；展望未来，抚州集邮又将书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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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抚州市位于江西省东部，界于东经

115。35 7至117。187，北纬26。29 7至28。30’之

间。南北222公里，东西宽169公里，下辖

临川、崇仁、乐安、宜黄、南丰、黎川、南城、

金溪、广昌、东乡、资溪等十一个县区，总面

积为18816．92平方里。境内多丘陵山地，

河谷平原开阔，土地连片集中，抚河水系贯

连全市，物产丰富，素有“赣抚粮仓”的美

称；又是闻名全国的才子之乡，十一世纪改

革家、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十六世界伟大的

戏剧家汤显祖；北宋词人晏殊；文学家曾巩

都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区邮电通讯建设进入“快车道”，

集邮事业发展迅速，形势十分喜人，为促进

全区经济繁荣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了贡献。

抚州地区的清代邮政机构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二十二

日，临川邮局开设于抚州城内六水桥，属九

江海关税务司九江邮政总局管辖。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浒湾邮局开

设，为三等甲级局。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二十四

日金溪邮局开设，为三等乙级局。

清宣统二年(1910)设立南丰邮局，为

二等局。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南城邮

局。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昌设立邮政

机构。

抚州地区的中华邮政机构

1912年．中华邮政成。●i，抚州境内的临

JI⋯B局、上顿渡邮局、李家渡邮局、温家圳

|}II；硒隶属江两省邮务箭理局

1924年，省内第一条自办水上帆船邮

路自南昌至临川开通。

中华邮政时期，抚州邮政局开办业务

有函件、包裹、汇兑、储金等；代办的业务有

乡镇公益储券、印花税、人寿保险等。

抗日战争期间，临川邮政局组成军邮

处，随军开办邮政业务。1938年11月21

日，65军邮局在临川县西北三十里的清坑

陈家成立，隶属第四军邮总视察段，军邮局

办理业务由临川邮政局承转。1939年1月

2 Et，21军邮局在临川县南五里林场村设

立，隶属第四军邮总视察段，军邮局随军调

防而转移。1941年12月19日，临川设280

军邮局；1942年9月，设252军邮局；1942

年12月，驻有54军邮局。1949月4月1

日，临川I驻92临时军邮局，配属陆军第3

师。

民国邮票在抚州发行

据我国著名集邮家姜治方在《集邮六

十年》第十一章中记述：“一九二七年，⋯⋯

我父子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行军

每到一站，我都去邮局⋯⋯途中到过的抚

州邮局，场面较大，有好几个职员，其中一

位年岁较长者，据云民国反正即在邮局工

作，我与他攀谈，并告他我想买光复、共和

两种邮票一元、二元、五元三种大数额票一

事。他回答我说：“他自己从未见过这三种

大数面值邮票，只看到当时北京邮政总局

发下的通告，讲此票共有12枚，即1分、2

分、3分、5分、8分、l角、l角6分、2角、5

角、l元、2元、5元，但实际分到县局的就仅

有分数票而己。他还告诉我，纪念票停用

后，各局未售出的留存票，规定一律上交，

不得私自销毁”。

抚州地区的苏区邮政

第二次罔内革命战／f{j切问(1927‘F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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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抚州境内的金溪、广昌、黎川县先

后建立赤色邮局和红色交通站，成为苏区

交通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黎川苏区邮政

1933年5月，闽赣省苏维埃革命委员

会在黎Jil湖坊成立，7月，省苏维埃机关搬

至黎川县城邓氏家庙。此时适逢中央邮政

总局特派员王群从赣东北邮局返瑞金路过

黎川，在王群的指导和帮助下，闽赣中心邮

局(地点在湖坊)成立。王克云、汪寄先后

出任局长，中心邮局于7月搬至黎川县城

邓氏家庙内(今人民路250号)。

苏维埃闽赣省邮务管理局成立后，下

辖14个县邮务局：黎川、建东、金南、东方、

资溪、光泽、建宁、泰宁、金溪、铅山、崇安、

浦城、沙县、将乐。全省邮局共有邮务职工

122人(包括闽赣局)，黎川县邮务局地址设

在县城(人民路154号)下设横广、上坑、中

贤、熊村、飞源、资溪桥，东山等分局，张福

林、曾子田、杨衍潘曾先后担任过苏维埃黎

川县邮务局长。当时信件分平信、快信、特

别快信三种。邮递员靠肩挑步行，平信、快

信跟班发送，特别快信属急件，随到随送。

苏维埃闽赣省邮局成立后，即迅速建

成了以黎川为起点，沟通闽赣省各军事重

镇的通达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邮路网，组成

黎川至光泽、泰宁、建宁、邵武等县邮班。

分别由光泽县水口邮务分局和黎川县东山

邮务分局负责接递，每天来回一班次。

苏维埃邮政经办的业务有普通邮件、

挂号、快递、包裹等项，普遍邮件又分信函、

剪角信件、新闻报纸、书籍印刷等。快递分

普通快信、特别快信，只有党政军重要机关

才能交寄，并规定投寄特别快信时．党支部

由书记，政府m ii席在信封盖章方可生效：

特别快信需随到随送，昼夜兼程=当时虽

然未办汇兑．仳允}1：}#l；信内附寄钞票．除

挂号费外，每附奇J庀．j曾贴邮票2分，称为

银信。红军与家属通信，可享受免费优待，

除以上业务外，邮局还担负《红色中华》、

《斗争》、《红星报》等几十种党报的发行任

务。

国民党军队妄图切断苏维埃根据地之

间的通信联络，国民党军队经常在闽赣交

界的险要交通要道上修筑工事，设置封锁

线。因此苏区邮务人员传递邮件十分艰

险，他们经常要化装通过据点，有时得走弯

路绕开封锁钱，传递邮路不能固定，完成通

讯任务全靠自己的机智和灵活多变。1933

年～1934年问在黎川遭杀害的邮务人员

有：杨育二(瑞金籍)、余建丁(黎川籍)、曾

子田(宁都籍)、姜宏保(瑞金籍)。1934年

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实行战

略转移，黎川县邮务局解散(闽赣省已随省

机关迁往宁化)，局长杨衍潘等人随军北

上，留下部分邮务工人，有的组成秘密交通

站，有的随后方守军部队转入深山密林，继

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

●金溪苏区邮政

1927年2月，金溪学生丁英、王兰庆、

卢春生在省立第八中学(校地址在临川，即

现在的抚州一中)读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卢春生是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28年8

月，卢春生在省立第八中学初中毕业后，遵

照中共临川县委指示回金溪筹建党组织，

先后建立了盘亭、黄狮渡2个党小组。同

年10月，盘亭成立以卢春生为书记的中共

临川县委金溪支部，随着党组成员的增加，

1929年7月，中共临川中心县委决定将金

溪支部扩建为金溪区委。

为便于金溪区委与苏区的联系，1931

年．共产党员洪德祥在金溪县陆坊乡樟家

源忖建立红色交通站，沟通了东乡、金溪、

资溪等县的党绀联系，通过资溪、黎川形成

套溪——资溪——黎川巾央前、【五邮政I卅，

址赣尔北办包邮政邮路的重要}}¨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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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苏区卷》)。

●苏区邮政英烈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

争)期间，抚州境内的金溪、广昌、宜黄、乐

安、黎川、南丰等县先后建立了赤色邮局和

地下交通站，成为苏区交通通信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苏区交通邮政人员为了保护邮

件的安全机密，常常肩负邮包，手持武器，

穿过枪林弹雨，把邮件送达目的地。他们

出生入死，做到“人在邮件在”。广昌县赤

水邮局递信员赖近连，在递信途中相遇土

匪，面对危险，他没有动摇，将邮件全部护

送回局。完成通信任务而牺牲的交通邮政

烈士就有180余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

中央苏区开辟了一条条畅通无阻的红色邮

路。

新中国邮票上的抚州事物

●T．99(牡丹亭》与汤显祖

《牡丹亭》是我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

(1550—1616)的代表作，属我国戏曲史上

浪漫主义的杰作。《牡丹亭》又名《还魂

记》，与《紫钗记》、《南柯梦》、《邯郸记》合称

《临川四梦》，因这些作品内容都与主人公

的梦境有关，故世人有此称谓。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今抚州市)。生

活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曾任南京太常寺

博士、礼部主事等职。因不满日益腐败的

朝政，愤然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在故居“玉

茗堂”潜心戏曲创作。1598年，《牡丹亭》这

部伟大的传世名作诞生，至今已四百年。

1984年lO月30日邮电部发行T．99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牡丹亭》邮票一套

四枚：“闺塾”、“惊梦”、“写真”、“婚走”和小

型张一枚“牡丹亭——游园”。

《牡丹亭》的故事取材+川们代话本小说

《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汤翁在写作时充实

了许多新内容。作品通过太守之女杜丽娘

和书生柳梦梅这对男女青年生死离合的爱

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反

封建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

解放的精神。剧作刻划人物内心深入的情

感细腻逼真，语言自然真切又含蓄精丽，具

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J．136(徐霞客》与黎川

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J136)，

崇祯九年(1636年)曾游览黎川“会仙峰”，

此山位于宏村镇内，距县城约35公里，山

高海拨1355米，山形险峻，风景优美。曾

在《徐霞客游记》中写下《新城纪游》编章。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黎川

193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J21、J97)

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行军途中路经樟村

(今樟溪)，在樟村河边的戏台洲召开军人

大会，毛泽东总政委讲话。当晚，毛泽东等

人在樟村住宿，第二天一早离开樟树，往南

丰康都方向进发。

’1932年10月下旬至1933年9月间，

中央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黎川县城篁竹

街，周恩来(J13)、朱德(J19、J134)，彭德怀

(J155)、刘伯承(92—18)、王稼祥(Jla0)等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

1932年12月30日，在黎川县城举行

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宣誓

姗L，当年《红色中华》刊载的消息报道：
“我军于向北行动的胜利，赤化建(宁)黎

(川)泰(宁)五六县，特在黎川举行阅兵宣

誓典礼，常胜的红军和工农群众共十万余

人，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委员阅

兵，并领导宣誓；阅兵时整齐严肃，全体宣

誓声，高昂激扬，杀敌决胜的精神，漾溢眉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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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阅兵典礼的有一、三、五军团

和闽赣边地武装。阅兵会上，周恩来总政

委(J13)、朱德总司令(J19)、刘伯承参谋长

(92一18)、王稼祥主任(J130)等讲了话，当

天晚上还举行文艺晚会，演出了《杀上庐

山》等节目，罗荣桓(92—17J)罗瑞卿等人上

台参加演出。

次日，周恩来、朱德率领一方面军主力

从黎川移师北上袭击敌人，几天后，取得了

黄狮渡和浒湾战斗胜利。

1932年底至1933年J月，一方面军遵

照军委东沙会议的决定，在黎川进行整编，

一军团在三都整编，整编后撤销第三军和

第四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等

四个师。三军团在黎川县城整编，五军团

在中田整编，整编后撤销军的建制，为军团

直辖师。

1933年1月下旬，红军总部在黎川县

城篁竹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彭

德怀等出席会议。

1933年2月初新组成的红十一军在邵

式平和军长周建屏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

有百多名指战员参加的参观团到中央苏区

参观学习。2月3日参观团到达黎川，一方

面军总政治部组织直属队列队欢迎代表

团，鸣鞭放炮，高呼口号、引导参观团到宿

营地。晚上召开欢迎大会．在闪耀的汽灯

光下，总直属队代表团和参观团被一一介

绍，与欢迎群众见面。会上，周恩来、朱德、

王稼祥和邵式平、周建屏讲了话。次日，参

观团分组赴总直属队及军团参观，受到热

烈欢迎与亲切的接待。

红军司令部驻扎在黎川的日子单，周

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经常深入到群众

中去凋查访问，有时到区、乡苏维埃政府了

解情况，指导工作。有一次，红军指战员在

黎川城会餐，周恩来、朱德邀请当地]：农群

众代表参加，同他们亲切交淡

彭德怀多次到黎Jif。1931年6¨J：

tIJ，他半轴!}】i-：I41一玖攻兜黎JiI．为){+样

黎川新苏区日夜辛勤工作。在黎川城他处

决了蒋介石派来劝降的国民党大特务黄梅

庄，在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彭德怀指挥了

著名的洵口战斗和团村战斗，给国民党军

以沉重打击。

抚州地区集邮活动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初，抚州市

中小学校学生中有很多人集邮。1951年在

抚州一中读书的胨蒴成；如：1957年在抚州

市同叔路小学读书的孙火根、印琦等人，在

课余经常收集邮票。

1958年，大公路邮电局和南门邮电所

(现赣东大道农机公司)，有成套的纪特盖

销票和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社

会主义国家的邮票出售，价格很便宜．从几

分人民币到几角钱一套。同时营业窗口也

出售纪特新票。据抚州地区邮电局会计资

料记载：1958年集邮收入13．43元；1960

年集邮收入60 48元；1961年集邮收入51

67元。

从五十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的

1966年，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在大公路邮

电局营业大厅内，有桂兆祥(地区新华书

店)、唐汉民(船舶监理所)、周金荣(市光明

粮站)、章忠云(地区百货公司)、孔建华(青

云器材厂)等集邮者十数人，或二三十人不

等，自发地聚集于此，交换邮票。都以邮票

面值的等值作为交换条件，相互之间也不

刻意追求品相，只要求各自都能配齐全套。

1955年1月，《集邮》杂志创刊，订阅者

十儿人。，抚州陈薷成、饶孝勇；黎川杨鑫根

都是从创刊号卅：始．到“文化大革命”1966

年7月停11J为止，共125期每期完好无损保

存。

在t1一小学生中，抚州孙火根在同学中

传阅《集邮》杂志，着承阅凄邮票发行资料

_岫B：*坪沦凳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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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地区集邮活动的发展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1月30日在北

京成立的消息传来，抚州市集邮者相互转

告，十分激动，认为这是我国集邮的春天降

临。

2月15日，“抚州市职工集邮筹备小

组”成立，开展了邮票交换活动。这是抚州

地区在“文革”结束后，最早恢复的一次群

众性集邮活动。7月1日，该小组举办《歌

颂中国共产党60周年邮票展览》。没有贴

片，用普通相框张贴。同时，制作纪念印章

一枚，供参观者和集邮者收藏加盖。这次

邮展参观人数十分涌跃，都很感兴趣。这

是抚州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次邮展和第一枚

纪念印章。

1981年2月15日，抚州市工人文化宫

召开“集邮者座谈会”。由甘云芝、饶孝勇、

孙火根、唐汉民、桂兆祥、李伟、周金荣、涂

金兴、胡幼唐、徐铁牛等人发起，成立“抚州

市职工集邮筹备小组”。商定每月最后一

个星期日上午九时，在市文化宫灯光球场

开展邮票交换活动。

1982年1月24日，抚州市工人文化宫

集邮小组成立；1983年5月1日，抚州市职

工集邮协会成立；

1983年11月，崇仁永胜机械厂集邮小

组成立：

1984年10月30日～31日，抚州地区

集邮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抚州地区

集邮协会在抚州市成立。

1985年7月31日，乐安县集邮协会成

立。继此之后，南丰、宜黄、崇仁、东乡四县

的县集邮协会于同年成立。

1986年，临川、黎川、资溪、金溪、广昌、

南城六县的县级邮协在上半年相继成立。

至1986年6月16日，全区一市十一一县，县

县都有集邮协会。

随着各县县级邮协的成正，攮层集邮

组织一个个组建，截至1996年12月底，全

区发展基层邮协77个，会员人数达7342

人，集邮者逾20000人。

1986年6月1日，抚州地市青少年集

邮协会成立。

1986年6月6日，抚州供电局集邮协

会成立。

1986年9月1日，中华全国集邮联合

会贾明副秘书长在省地邮协领导陪同下，

到南丰考察农民集邮。

1987年6月25日，南丰县农民集邮协

会成立。

1990的7月4日，南城县严和中学集

邮协会成立。

1990年10月5日，南城县第一中学集

邮协会成立。

1991年7月14日，广昌县驿前镇集邮

协会成立。

1992年3月24日，抚州行署机关集邮

协会成立。

1992年10月1日，广昌个体工商劳动

者集邮协会成立。

从1984年10月地区邮协成立，到

1992年10月的广昌个体工商户邮协的成

立，其间经历八年时间，全区集邮从城市到

乡镇到农村，由工矿企业到中小学校，已经

覆盖社会各行各业，年龄层次涵容老中青

少。

地区级邮展从1984年10月～1996年

12月，举办“次；县市级及基层邮展从

1984年5月～】996年12月共举办52次。

1981年7月1日，由市总工会、抚州市

工人文化宫、市职工集邮筹备小组联办的

《歌颂中国共产党60周年邮票展览》，是全

区集邮史上的第一次邮票展览，参观者众，

在抚州市区产生较大影响。

1984年10月30日，邮电部发行T．99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牡丹亭》邮票时，

抚州地区邮电局主办“抚州地区首届集邮

艘览”；



．6． 邮事篇 抚州集■志

1986年6月1日～5日，地区教育局、

团地委、地区邮协联办“全区首届青少年集

邮展览”；

1990年3月8日～10日，地区妇联、地

区邮电局联办“全区首届妇女邮展”。

1996年10月30日～31日，抚州地区

邮电局、地区邮协主办“抚州地区首届集邮

成果展览”．地点在可容纳万人的抚州体育

馆。出席开幕式500余人。江西省集邮协

会秘书长罗贤裕、抚州地区集邮协会会长

傅国桢为成果展剪彩。展品总计100框，

贴片1200页。地区邮协展品20框，全区十

一个县市级邮协和4个获先进集体称号的

地直邮协展品80框。展品分为集邮成果，

组织建设、集邮话动、宣传报道、集邮服务

五大部分。每个部分以照片、图表、邮品等

原件实物，或是复印件，配以简要说明文

字，展示集邮在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取

得的成果。应邀参加开幕式来宾有江西省

邮协秘书长罗贤裕，福建省南平地市党政

邮协领导人薛庆章、陈常新、严春明、张书

信、官萍；上海沪东文化官副科长杨洪明、

南昌市邮协秘书长毛洪镇、景德镇市邮协

秘书长刘翼鹏；抚州地区邮协领导傅国桢、

周云清、赵建刚、张路敏。南昌、南平、景德

镇、抚州四地市邮票公司展销邮品。参观

者计5300人次。

1995年9月4日～9月19日，联合国

“世妇会”在北京开幕之日，“抚州地区巾帼

集邮展览”首展在抚州棉纺织厂开幕。中

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罗淑珍、江西省妇

联主席金祖光、中共抚州地委书记陈梅芳、

行署专员徐俊如为邮展题词。徐俊如出席

并为开幕式剪彩。抚州地区妇联、地区邮

协；以及抚州棉纺织厂、第二棉纺织厂、地

区邮电局、富奇汽车车、江铃底盘厂、江西

车辆开关厂、抚州造纸厂、抚州供电局八家

企业的邮机联办，并在上述厂矿企业巡回

展出，历时16天，9月19}J在供f乜局邮协

举行J州幕式，展出}：l_I妇女编组的邮集洲

部，据统计观众达5000余人次。抚州电视

台，抚州日报社派记者采访报道。抚州地

区集邮公司为邮展发行纪念封，刻戳各一

枚。

县市级邮展中，以抚州市职工集邮协

会较为突出。曾先后主办五届《玉茗花》邮

展，在抚州市影响较大，每年一届的邮展展

品，基本上与上届不雷同，会员参展积极性

高，邮展组织工作做得细致。抚州市首届

《玉茗花》邮展于1984年5月1日～3日举

办；第五届邮展是1989年lO月1日～3日

举办。

大专院校中的华东地质学院学生邮

协，结合专业，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于1991年4月21日～22日和1994

年9月24日-28日，举办“珍惜地球，爱护

地球”邮展与“迎国庆”邮展。

中小学校中，以南城县一中邮协办展

次数较多，从1990年lO月5日至1996年

6月5日，共举办各种类型邮展五次：1990．

10．5～7．傲首届邮展；1992．1．1～3．／’92
元旦邮展：1995．6．12～14．／获奖邮集展；

1994．8．1～3．／集邮成果展；1996．6．5～

7．／^‘我爱祖国”一框邮展。

南丰县邮展，着重在“农”字上做文章，

先后举办，“首届农民邮展”’农民婚礼邮

展”“农村基层邮展”“农民家庭邮展”和“赈

灾募捐邮展”。

广昌县在1992年5月1日～2日，举

办县首届民间集邮个人藏品展览。

抚州棉纺织厂邮协是全区厂矿企业邮

协中，举办邮展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邮

协，在举办厂首届《金梭》邮展后，1995年厂

工会拨款万余元，制作十六页贴片的展框，

供邮协今后开展活动之用。

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抚州集

邮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稳步、健康、蓬勃

发鼹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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