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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派生兹集邮，众国隆传遍五洲。有邮政，乃有集邮；集邮兴，积日月，转流年，

乃汇成集邮之史!《沈阳集邮志》全书共分八章三十七节，配有与沈阳邮政相关的实

寄封、片和其它图片资料若干，计30多万字。它记述了沈阳地区邮驿盛衰、近代邮政

的起伏发展与伴随近代邮政诞生而派生的沈阳集邮活动发展的历史。重点记述了沈

阳市集邮协会成立以来，集邮活动的特点和史实!

史志修成载永年。《沈阳集邮志》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志书。它以集邮史料为主，兼

及准确的邮政史料，故具有资料价值、学术价值与邮史意义!对于人们研究沈阳地区

乃至东北邮政史和沈阳集邮活动特点、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它的出版

发行，是对沈阳集邮事业的首次集中总结。对今后沈阳集邮活动的开展，具有承前启

后的推动作用!

《沈阳集邮志》的编写，在广泛发掘、搜集史料、资料的基础上，求真纠错、洗沙淘

金，力图准确反映沈阳地区邮政史与集邮发展脉络；展现沈阳邮人不懈追求的风采；

精选恰当、真实的实寄邮品与其它历史图片，以使该书文图并茂⋯⋯总之，做到撰文

载道鉴今古，史志修成激后来。故此，《沈阳集邮志》将成为藏史者、集邮研究者、集邮

爱好者和集邮工作者必不可少的资料与工具性质的书籍。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邮政中的沈阳邮政部分，历史跨度较大。期间，因政权更替

及其它原因，造成历史上留下的史料不全或存有舛误，我们将努力纠错以存历史之

真实；集邮方面，自集邮兴起至今，沈阳已有近80余年的历史了，有些方面，史料明

显阙如。故，尽管本书涉及面较广，仍深恐各时期史实挖掘不深或者遗漏。

《沈阳集邮志》的编写，得到了省邮政局、省集邮协会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全市各

级集邮协会和集邮界的一些专家也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帮助。在此，我代表编审委员

会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o O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冢．广
。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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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一一述

集邮源于近代邮政的产生和发展。东北近代邮政则源自李鸿章与赫德(英国人)

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商定，委派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以天津为中心，在

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①和上海五地试办邮政。其中，牛庄(营口)即处于我省

南部渤海之滨。由海关试办邮政，在东北的牛庄(营15)海关最早设置送信官局，称

“海关书信馆”。翌年，改称海关拔驷达局，即海关邮局。

其实，海关邮局诞生之前，我国早有专为官方驿递公文书信、军机、军令的邮驿

机构。自周朝迄于晚清，驿使邮传，昼夜兼程；历代沿袭，代有整饬，绵延凡三千多年!

随着历史的推进，通过驿站驿使邮传公文书信，其弊端益显，至近代邮政诞生之后不

久，邮驿终退出历史舞台。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七日(1896年3月20日)，根据南洋大臣张之洞关于开办国

家邮政的奏折和赫德所拟邮政章程，光绪帝朱批“依议”后，总理衙门委任时为国家

总税务司的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从此，国家邮政正式开办。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十九日，奉天府(沈阳)正式设立邮政分局，归牛庄

(营口)邮政总局领导。这是近代邮政开办后，沈阳城内最早的邮政局。光绪三十三年

七月二十三日(1907年8月31日)，清廷邮传部决定设立“奉天邮政总局”，负责管辖

吉林府、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安东(丹东)、锦州和牛庄(营口)6个副邮政总局。奉

天邮政总局同时直接管理沈阳城内邮政分局的业务工作。

自近代邮政诞生以后，沈阳城内邮政局所发展变化如下：宣统三年(191 1年)有9

处；到民国8年(1919’年)为12处；民国21年(1932年)为16处；另有苏家屯三等邮

局1处；1945年“八一五”光复之际，为42处。此后，邮政机构有所裁撤。到1948年

末，只存20处。

1948年1 1月2日沈阳解放以后，人民邮政事业得到国家的重视，开始得到稳步

发展，国际和国内邮政业务明显增长。国内的函件和包件业务增长较快，促进了邮政

局所增加。其中，在农村的邮政局所有28处。这是近代邮政诞生后，沈阳首次将邮政

扩大到农村开办。1958年，网点迅增，全市有邮所达108处。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

①牛庄(营口)：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开放东北海城县牛庄为商埠。后来，因辽河下游淤浅，不利船只靠

港．乃舍牛庄。1861年移营口另辟商港。但依条约规定，国际上仍沿袭旧称，以营口为牛庄。

Administrator
矩形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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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邮政局所降至89处。

“文革”以后，邮政事业又得到稳定的发展。1985年，邮政局所发展到120处。

1990年，为1 17处，加上邮政局与机要通信局，总计1 19处。近代邮政诞生以来，清

代、民国、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邮政事业的拓展，分支局的增多与邮路的伸延，以及

邮政部门持续连年发行各种邮票与集邮业务的开展，首先极大地方便和满足了社会

各界群众用邮的需求，同时也为集邮活动的普及、提高，奠定了必要的前提。

集邮，作为一种遍及世界各国、高雅的闲适业余爱好，其本质实为一种社会文化

活动。而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归根结蒂，都是人的活动。沈阳地区集邮活动兴起至今，

已有近80年的历史了。所谓集邮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集邮人物的活动史，是包

含着众邮人不同思想方法、道德修养、人生感悟与追求的文化活动史!

考察沈阳地区早、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后，迄上世纪7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的集

邮活动，可以说，基本由四种人的实践构成：

——以个人自娱自乐为主，小范围相知邮人互往，交流邮识，互补己缺为辅者

(至“文革”前，已演进成逢周日、节假日，散在的邮人聚集太原街附近集邮公司门前

互换邮票)，这是沈阳邮人中绝大多数；

——以加入关外邮票会为主，一些邮人在集邮上已有所建树，并加人关外著名

集邮会，经他们介绍，一部分为获得更多邮识及为便于购买不易获得的早期邮票之

邮人，亦相继加入关外的邮票会；

——有一定名望又有所建树，且有活动能力的邮人，不甘于只加入外地邮票会，

他们联络知己，疏通关系，发起成立沈阳本地邮票会，吸收会员，出版会刊，举办拍

卖，却因故未能持久；

——一些资深邮人，有经济头脑和购票渠道，活动能力强，他们看准集邮派生出

的商机，适时果断下海，成了邮商。

上述四种邮人，以第一种人数最众。但因系自娱自乐为主的纯个人行为，尽管人

数众多，其散在的活动事迹，却经不住历史的淘洗，终被历史所湮没。因之，撰述沈阳

地区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之集邮史，只能是后三方面邮人的活动史。本书将力展其

貌。

“文革”十年沦艺荒，集邮遭禁被寒霜。集邮活动，在“文革”岁月恰如杨柳被霜，

显见凋零。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为集邮带来转机，严冬既去，“被霜”的集

邮之树，沐春风甘雨，终又吐绿：《集邮》复刊，举办新中国30年最佳邮票评选；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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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话邮趣、忆邮缘；创协会，办邮展，遍吹集邮．新风：⋯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此际，国家将集邮纳入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强调集邮不是资产阶级

闲情逸致，而是有益的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应该大力提倡!这正是，改革催春雨，集邮

迎复兴。而复兴后的全国集邮形势令人刮目相看。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举国上下，

普遍建立了集邮组织。全国则于1982年8月25日成立了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

1983年6月28日，沈阳召开了第一届集邮会员代表大会，宣告沈阳市集邮协会

正式成立!市区各界，涌现出一批基层分会。一大批年轻人加入到集邮行列。从此，沈

阳的集邮，同全国各地一样，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兴盛时期。至今，市集邮协会已召开

了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市会员发展到2．2万人(最高为第四届2．6万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以上世纪80年代初为界，沈阳集邮明显分前后两期：散在

集邮与自发成立民间集邮会时期；市集邮协会成立，上下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群众集

邮活动时期。本书重点就是记述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以后，我市邮协的成立，与

有计划开展群众性集邮活动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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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羹一协盒成立二十周年置‘沈阳●邮志)惨成座谈

舍琨埔。

辽宁省邮政局■局长■兰元在<沈阳簟邮志)惨成

座谈鑫上给羹邮爱好者签名。

淀陌市衄政局局长、沈阳市肇邮协会会长焦玉宴在‘沈阳

纂邮志’簟成座饿垂上签字，‘沈阳羹部志，开印。

沈阳市委常叠、沈阳市总工会主席吕忆环在‘沈阳羹婶志’

惨成座谈盒上讲话。

霹≯||●_—函_‘注
沈阳市人大删主任李中鲁．原沈阳市人大■主任芟廷羹●

加(沈阳集邮志)惨成座谴会。沈阳市邮政局删局长冯摩柏主持

(沈阳毒邮志'惨成座谈会。

最辽宁省蛆电蕾曩局刖局长、省邮协会长何于明(左)与蜃

沈阳市邮藏局党委书记、局长、市赫协会长刘凌玉在‘沈阳羹挪

志)俸成座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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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靠茸一一洗阳地区邮驿及民信史述略
第一节邮驿史概述

我国古代邮驿是官办的、为国家政治服务的通信传递机构。邮驿制度，设站驿

递，历朝因袭‘，代有其长。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拥有三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据

史料，周朝时已产生了有组织的邮传活动。官府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派一定人

员，配备良马固车，以专门传递官府文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军事、政

治的需要，在启己疆域内扩大并加强了驿站设施的建设，提高了邮传文书与信息的

效果，促进了邮驿事业的发展。

西周(约公元前1066一前771年)时，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到了春秋(公元前

770一前476年)时，始有驿使骑马驿递，骑马较马驾车行快捷，机动又方便，驿递速

度明显加快。这是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古代邮驿主要服务于军事。因而，历史上各朝代多由军事部门管理邮驿。邮传设

施及工具，主要是官府设置的驿站、驿道与车、马。另外，驿使传递公文，还要携带

“驿符”，即邮驿传递之凭证，类同现在的通行证、介绍信。后来，开辟了水上驿道，配

有船只和船夫。邮驿除专职传递军情、军令、官府文书外，还负责对过往官员、使臣的

接送、餐宿和传送物资等。邮驿系统中的驿站，既是驿使行经之站与文书交割之地，

驿使餐宿及喂马饮水和调换车、马的场所，也是接待过往官员、使臣并为其提供餐宿

的处所，如同现在部队的交通站，各单位的招待所。驿站的这种双重职能，从周朝延

至清朝，三千多年中基本未变。位于江苏省高邮县城运河畔的盂城驿，是至今保存完

好的明代驿站(馆)，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1995年全面修复后，已辟为我国惟

一、世界仅有的邮驿博物馆。此外，河北省怀来县鸡鸣山驿遗址亦十分知名。两处邮

驿驿站，已于1995年8月以《古代驿站》之名，被搬上邮票。

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前206年)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为利于中央集

权管理一统国家，特颁布《法经》。发布政令：全国推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车同轨，

字同书；开河渠，兴漕运；修驰道，利交通。陆路的驰道以都城咸阳为中心，辐射八方，

遍达全国各地。客观上也为邮驿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创造了条件。秦朝建有遍布全

国的邮传机构，颁有邮律，派员管理。又有详尽的驿站管理制度、规定，以保证邮驿正

常运转。秦代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之邮驿，对后来各朝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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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汉朝(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全盛时，疆域扩大，经济繁荣。邮驿在

承袭秦制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中央负责军事的太尉属官法曹，为全国邮驿最
●

高官员。郡设督邮；县设丞驿吏；基层为邮亭长，所谓“五里一邮，十里一亭”。驿站管

理严格，进出有账，驿马配备的情况，像毛色、口齿等，皆有记载。驿使公务出行，穿着

“赤帻绛构”服饰，即红色头巾包发，深红色窄袖衣服。人们远远望去，便知是驿使驰来。

魏晋南北朝(220—587年)时期，战争频仍，国土分裂，政出多门。一统邮驿废

弛，设施受到严重破坏。邮驿事业出现了倒退。但在嘉峪关出土的此时期墓葬《驿使

图》画像砖，却是至今年代最早的古代驿使形象1 1982年8月，全国邮联一大召开之

际，邮电部发行了一枚小型张，画面即依该画像砖设计的。

隋朝(581—618年)的创建，使中国再度统一。隋朝开运河，促漕运，修驰道，又

促使了大一统国家邮驿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唐朝(618—907年)为我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王朝之一。各种规章制度较隋代更

为完备，邮驿亦随之发达起来。唐代由中央兵部驾部郎中管理全国邮驿。各节度使下

设馆驿巡官。州则由兵曹、司兵、参军分管。长安京畿地区由县令兼理。对全国邮驿

有考绩制度，遂使各邮驿驿站尽心努力，不敢怠慢疏忽。唐朝建有陆驿1639处；水驿

260所；水陆相兼驿86所。于此可感知唐朝邮驿规模之大!

宋朝(960一1279年)因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战事频仍。北宋当局一味求

和，终致被金国所灭。靖康国耻后，康王赵构在江南临安(杭州)建起了南宋政权，是

为高宗。因战事不断，驿递效果似难遂当局之心。又增设战时急递铺机构，专门传递

军事命令和相关信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精妙介绍：“驿传旧有步、马、急递三

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

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这就是说，军令即出，驿使上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铺

铺换马，数铺换人，以期尽快完成急递之军令及其它信息。

与宋朝并存的辽(907—1 125年)、金(1 1 15—1234年)和西夏(1038—1227年)少

数民族政权，其邮驿组织制度及管理，与宋朝大体相类。

元朝(1206—1368年)疆域扩大，国力强盛。加之原本就是善骑射的游牧民族，致

邮驿发达。元代驿站，蒙古族地区称站，隶属政通院；汉族地区称驿，隶属兵部，相互

时有分合。全国驿站有1496处。驿站由蒙古族官员达鲁花赤(监临官、总辖官之意)

控管。北方站设驿令；南方站则为提领官。与此前历代不同的是，各驿站的实际传递

由民役承担，驿站负责车马粮草。 另外，东北地区冬天驿递，采用狗拉雪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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