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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客邮”是带有鲜明殖民性与一定进步性的邮政机构，其在信息

传递、物品传送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客邮”文化。 而文化是民族

发展的根基，将“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放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研究视角下，
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新

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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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邮”文化产生的逻辑起点

（一）“客邮”的内涵

关于“客邮”的概念，学术界的观点是相似的。 刘亚中指出，“‘客邮’是鸦片战争

后，英、法、美、日、德、俄六国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邮局的总称，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

犯中国主权，擅自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邮政机构” ［１］。 刘波认为，“所谓‘客邮’，是指西

方列强在中国境内开办的邮政局，其经营和管理直接受命于母国邮政机构” ［２］。
可以看出，“客邮”首先是一个邮政机构，与其他邮政机构相同，都承担着传递物品、

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社会职责。 但它是“客”，不是“主”，这个“客”也并非经过主人正



式邀请而来的，而是未经过同意与允许，私自在中国领土上开设的邮政机构。 “客邮”的
开设直接侵犯了中国的邮政主权，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主权的无视和侵犯，是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正如一位美国驻华公

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所说，“各国在华设置客邮局，大都为政治原因，或为对中国将来

之计划起见，以巩固其在中国之地位” ［３］２７５。
（二）“客邮”的双重属性

１．鲜明的殖民性

（１）“客邮”侵犯了中国的邮政主权。 当时，中国官方的公务寄递业务主要是靠驿站

往来，民间则主要依靠民信局等机构。 鸦片战争以前，外商对华贸易只能在广州十三行

进行，来往外商与其本国之间的物资传递与信息交流一般是通过来往船只。 鸦片战争

以后，随着西方对华贸易量剧增，来往船只开设的临时寄递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他
们急需在中国领土上开设属于自己的邮政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客邮”。 葛显礼在 １８５５
年给薛福成的照会中就明确指出，“各国在中国设馆，本与万国通例不符，亦非中外条约

所准” ［４］５５。 因此，“客邮”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扰乱了国内的邮政管理秩序。 西方列强

在中国领土上制定自己的邮政章程，形成自己的邮政体系，发行邮票。 “客邮”收寄业务

的范围不仅限于本国侨民，还承接中国人的寄递业务。 《光绪三十二年邮政事务年报》
载称，“英国在中国各口岸设立的邮局，仅收一边呢（即便士 Ｐｅｎｎｙ）之轻费（合洋银四

分），而外人居住内地者，发寄国外信件，亦竟贴用此项轻费邮票。 其法将各件粘妥轻费

邮票汇总，另加外封粘一中国邮票，寄经在口岸之友代为办理转寄，甚至径行寄由设在

通商口岸之客局代为转接，此项信件依照公约规定，原应按中国所订之邮资，贴用中国

邮票，如径交英邮寄递，不仅违反邮章，亦使中国邮政受亏” ［５］５７４。
（２）“客邮”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的延伸。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

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这些不平等条约中被迫

开放的通商口岸、被迫同意修建铁路的势力范围等，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设“客
邮”的邮线线路。 “客邮”利用其数量庞大、覆盖面广、业务面全的优势，将殖民主义深入

到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
２．一定的积极性

（１）加快创办国家邮政的步伐。 “客邮”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激发了一批国内先进的

知识分子和进步官员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迫切要求改变中国被西方帝国

主义践踏、侵犯、殖民的命运。 同时，他们也看到“客邮”所具有的完备的体制和实效性，
对近代邮政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近日英、法、美复于上海设局经理其事。 自常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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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外，年入之款岁有赢余。 可知邮政一端，其益甚宏，其效甚速。 轻而易举，无耗费之

虞；远而可通，无濡滞之虑。 所谓上下均利而无所不利者也。” ［６］４９１再加上中国原有的官

办驿站体系已经积重难返，民办民信局等机构由于线路、速度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真正满

足人们生活与交流的需要，因此，这批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创办

国家邮政的意识。 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书清政府，要求创办中国自己的邮政机构，
建立自己的邮政体系。 “西方近代邮政始终作为一个成功的范本被反复引用，是中国改

革传统邮政的范本。” ［７］８２

（２）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的历史象征意义在于，‘西方’登陆中国伊

始就展现了其侵略者和现代文明的两面神形象。 中国由救亡图存所导引的现代化运动，
是东亚农业民族对西潮冲击的回应。 与西方之文明导师与海盗的两面神相对应，中国现

代思想亦有西方化与反西方化两个面相：迎受西方现代性而改革传统，抵抗西方殖民霸权

而复兴民族。” ［８］１３“客邮”的存在给人们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为后期的大清邮政

和中华邮政人事、会计等各项制度、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提供了参照，促进了中国社会管

理体系的近代化。 撇开政治上的殖民性，“客邮”具有完善的制度体系、高效的运行机制和

便捷的服务质量，对比驿站等古老的邮递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同时，由于近代邮政

事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更加便捷，信息沟通更加顺畅，运输速度明显提高，
民间通信也得以在国家法律的保护和认可下光明正大地进行，不再受驿站与民信局的约

束。 在自由的通信中，民众之间的思想文化和情感得到传播，进而进一步促进社会文化的

传播和交流，更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尤其是促进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官员对新兴

技术与文化的接受、传播。 同时，近代邮政也推动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

二、“客邮”文化对近代文化自觉形成的历史价值

（一）“客邮”文化的概念

关于“客邮”文化，目前学术界研究尚少，且未有明确的观点。 然而对于因邮政而引

发的文化研究，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论述：邓达宏在《福建侨批多元文化价值探略》中
对福建侨批展现的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了阐述；张忠恕在《中国邮政：文化

传承的重要载体》中论述了邮政对通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顾联瑜在《书信藉邮

政遥寄 亲情共友情互联———浅谈书信文化与邮政通信》中论述了伴随邮政的发展而形

成的书信文化。 笔者认为需要结合“客邮”文化的性质来阐释其内涵。
孔子曰：“置邮而传命。”“客邮”的本质是邮政，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客邮”的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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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瓜分中国势力范围为载体，以控制中国政治经济为目的。 从“客邮”服务的人群来看，
外国商人、使领馆和外侨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也收寄中国人

的信件。 通过“传命”的过程，也刺激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因此，撇开“客邮”本身

的殖民性质，“客邮”文化的内涵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带有西方先进思想

的客观存在，主观上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流动型的传媒文化、异质文化。 在“客邮”文化

的影响下，人们对世界各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的了解进一步加深。
（二）“客邮”文化的历史应用

１．“客邮”文化在邮票中的运用。 １８７８ 年中国的一套“大龙邮票”，就是由外国人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中国海关密档》记载，“郝德为此函询金登干。 金

向英国专门从事邮政的德·拉·律征求意见。 后来郝德采纳了德·拉·律的方案，印
制了第一枚中国邮票” ［９］６２３。 “据《费拉尔手稿》记载，葛显礼在审查费拉尔的邮票设计

图时，曾让费拉尔模仿他那里的‘一个瓷花瓶上的样式’来设计邮票图案，建议他‘用万

年青代替牡丹’‘最好用帆船图案，用古塔代替灯塔’，甚至说，把绣袍龙纹稍加改动就可

用为‘大龙邮票’，而费拉尔也不敢疏忽怠慢，他设计邮票时，也强调‘设计图是典型中国

式的’。” ［１０］２５９从客观上来说，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数量众多的中外珍贵邮票，构成了近

代邮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客邮”文化在书信中的运用。 “客邮”的大范围开设，客观上刺激了中国邮政服

务的普及、规范。 “客邮”的邮资更加低廉，从而加快了书信的交流频次。 书信的内容逐

渐扩展到文化领域，形成书信文化。 华人华侨在书信上会印有特定的中国传统图案和

中国文字，信件传递的过程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宣传。 同时，书信往来也刺激了

书信文化的产生，鲁迅就经常与胡适、钱玄同等文友书信往来，这些名人书信、文化书

信，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文化信息，为后世留存、研究提供了物质载体。 西方列强为了获

得更多经济利益，必须让信息交流更加便捷，因此，对书信信封上的邮资，他们采用了符

合中国人习惯的计量单位。 “据《费拉尔手稿》记载，葛显礼在考虑邮票上的面值货币单

位时，即曾否决‘不合乎中国语言习惯’的称谓，而决定采用‘分’和‘角’。” ［１１］２５９总的来

说，邮政事关国家主权、信息安全，邮政活动深入千家万户，通五洲达四海，是“百姓国家

之根本，传递国家之血脉” ［１１］５３７。
（三）“客邮”文化下文化自觉的历史特点

１．进步性。 在“客邮”的影响下，电报、邮政等新式通信方式传入中国，客观上促进

了当时新兴文化的传播与进步思想家思想的启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

进程。 比如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一人魏源，他清晰地看到西方技术和生产方式具有

３９第 ５ 期 徐文慧等：“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



先进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这种态度在

当时是极具进步性的。 再如晚清思想家梁启超，从他的各种理论学说中不难看出，他也

能客观看待西方文化并有意识性地、全面地、深入地主动宣传西方文化。 “《时务报》时
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但梁氏所以更加出

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 １９０３ 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
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的缘

故。” ［１２］５７他们掀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将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进行自觉对比的热潮，
激发了人们推陈出新的文化自觉。 因此，从反对旧思想的角度来看，“客邮”所带来的客

观效应对当时的思想进步是有意义的。 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从来都是与文化相伴相

生的。
２．实用性。 从客观上来说，“客邮”的章程、管理制度、运行体制等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这种优越性激起了一大批中国人远赴重洋学习的想法。 比如容闳，他倡导中国进步

青年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西方所学应用于中国。 在他的影响下，詹
天佑等一批学子外出留学，学习西方技术与文化。 他们回国后对中国的铁路业、军事工

业、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代思想家对于各种思想的认同、判定、选择和使

用，主要依据的是其实用性，而在当时学习西方技术救中国就是最实用的。 龚自珍开始

睁眼看世界、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自强求富、建立军事工业，立宪制度的提出，反对封

建文化等，这些对于新兴文化的自觉选择的重要依据就在于实用。 中国历次的思想启

蒙都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每一次思想启蒙都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中所孕

育的文化自觉一定与政治相适应，符合政治文化的土壤。 中国人数千年来为了适应环

境变化而做出的选择与努力，都是为了适者生存，在文化自觉的选择上也如此。
３．民族性。 “客邮”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重要证据，它从设立开始就带有浓

重的殖民性。 它来往的信息、传送的物资都是以西方列强各自利益为重，并不是以帮助

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为目的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极力要求

发展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西方用商

品输出的方式来掠夺中国的事实。 “‘客邮’往来邮件都以其本国邮袋装运，不受中国海

关检查，并以此作掩护，从事鸦片、吗啡、高根等毒品及钟表、珠宝、首饰等的贩运和走私

活动”。［１３］１６“各通商口岸的邮政局归税务司等管理。” ［４］８１马建忠作为主张加重关税的代

表之一，认为郝德作为总税务司，保护西方商品的关税，肆意打压中国商品，严重阻碍了

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体现出文化选择上的民族性。
４．国民性。 民族性的落脚点就是国民性。 “中国实尽洋官管事，华官只如地保，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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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充奴隶而已。” ［４］１０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邮政事物决定权掌控在西方列强手中，这样

的状况是每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家绝对不能忍受，也必须要改变

的。 近代进步思想家无法全盘接受西方事物。 “中国对于欧洲的任何制度都不会原封

不动地接受，因此必须改头换面，才能适合中国人的眼光。 改头换面以后，内部的骨架

子必须是坚固有力的，五官四肢仍然是完备的，全体的职能当然还是可以实现。” ［４］５９－６０

对其接受程度取决于是否适应中国救国救民、自立自强的需求。 但是救国自强的载体

是人，人是具有主观意识与能动性的客体存在，实现救国自强的目的，必须有国民形成

救国自强意识的自主渠道。 “客邮”因其邮资的便宜、信息传递的便捷，为有识之士和进

步思想家提供了信息传播的途径，通过信息往来，他们的观点、学说在国民群体中广泛

传播，在客观上为向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爱国思想畅通了渠道，提供了物件载体，从而

掀起了民众救国救民的热潮。

三、“客邮”文化对新时代文化自觉的现实价值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邮政，是非法在中国获取利益。 他们希望通过

“客邮”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入，以夸大西方文化价值观，矮化中国本土文化，通过文化殖

民来达到经济、社会殖民的目的。 在这种文化输入的高压态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

处于“客体”角色，西方文化反而“客串”主角。 客观上， “客邮”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

互鉴、兼容并蓄，激起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救国救民的进步思潮，刺激了中国近代军

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客邮”文化作为一种媒介文化，是一种带有异域文化

色彩的流动型文化。 作为媒介，本质就是传播，“客邮”作为载体，传播不同国家的文明

与文化，促使世界文化绚丽多姿。
马克思说：“世界文化的到来打破了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狭隘性，使得各民族的

文化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 ［１４］２７６－２７７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世界文化交往，人类文明的实

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世界也会因失去文明的碰撞而黯然失色。 恩格斯说：“在
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

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 这样一来，旧有的

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

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 ［１５］６５５客观上，“客邮”推动

了国家邮政的创办，引进了先进的社会基础设施，开启了邮政官办民享的近代化进程，
促进了经济建设、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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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始终坚持全球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尊重各种文化，重视文化之间的对

话而非对抗，互学互鉴。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和羹之美，在于

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世界上有 ２００ 多个

国家和地区、２ ５００ 多个民族、多种宗教。 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

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 文明差

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１６］历史充分证明，美

好存在于合异之中，但合异的基础是“合”，失去“合”而单独存在的“异”，没有价值，反

而会带来冲突与矛盾；相反，“异”以“合”为基础，定能因多样而灿烂。 放眼世界，各民

族、各国家都具有不同的文化，世界文化并不是一元的，各种文化因各自在发展过程中

的差异性而独特，正是这种复杂的、融合的、多元的独特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多彩绚丽，这

就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新时代下构建文化自觉，一是要尊重文化差异。 因为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虽是流动的，但其内核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很难被改变。 只有

尊重差异，才能求同存异。 二是要促进文化包容。 包容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兼收并

蓄”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包容”的体现［１７］。

唯有如此的文化自觉，才能建立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进一步推动现代文明对话和世界文化交流互鉴。 我们应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在世界的舞台上，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提升中华文化

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应积极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流，坚定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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