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０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８

【邮政史研究】

论民国时期贺电的类型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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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贺电作为交际电报的一种，在民国时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军事、外交及社会

生活等诸多领域。民国年间，随着交通部业务的日益完善，同时受拍寄费用降低、报刊媒

介宣传推广、社会舆论倡导及民众观念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贺电在拍发数量、类型等方面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国期间贺电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社会各阶层的交往与情感交流，

时至今日，贺电仍在政务层面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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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清末电报的传入，以贺电为主的交际电报由此产生，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民国时期被广泛应
用于政治、外交、军事及社会生活领域。至于相关研究，著作方面主要以《中国近代邮政史》［１］《电信特刊汇

刊第一集》［２］等为代表，内容主要涉及交际电报的历史沿革介绍；论文方面仅以夏维奇的《近代交际电报的

演进与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３］为代表，主要考察了交际电报的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总体来

看，有关贺电的研究较为欠缺。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贺电史为视角，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其种类、发展

趋势及促动因素三方面，对民国时期各个领域与阶层所拍发的贺电进行讨论，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贺电的类型

贺电作为交际电报的一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起初只有贺年电报，后来出

现了贺职、贺寿、贺婚等电报。按主体与内容划分，贺电有政治贺电、军事贺电、涉外贺电、寿诞贺

电、节日贺电等类型。

（一）政治、军事类贺电

１．政治贺电
民国初年，由于战乱频繁，电报发展极为缓慢。当时我国虽无交际电报之名，而实有类似之



酬应电报［２］９４。一些军阀、政客、商人及社会名流通过拍发贺电，增强与各阶层人群的社交联系，

以达到政治参与的目的。

民国时期，无论何人组阁，就职以后都会在各大电报局和报纸拍发通电。之后最急迫的，就

是期盼贺电，“必定要等贺电到齐了，算是吃了定心汤团了”［４］。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孙中山当选
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消息传出后，马上受到了各省都督、省议会、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的拥

戴。广西都督陆荣廷、副都督王芝祥联衔致贺电：“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宇内，登高一呼，乾坤

回轴。凡属血气之伦，罔不饮和食德。”［５］１５７泰州民政长李岳蘅、司令长张淦清暨市乡商学各法团

全体致孙中山贺电中称：“中华民国共和政府成立，划除二千余年之专制，恢复五万余里之河山，

灌输二十世纪之文明，公谋四万万同胞之幸福，诚为我黄帝子孙改革政治之第一大纪念。”［６］在

此背景下，原先一直想掌权的黎元洪也于３０日加入了电贺孙中山的行列：“顷接各省代表会蒸
电，称临时大总统之任，先生当选，曷胜欣贺……为中华民国庆，专此电贺。中华民国万岁！中华

民国大总统万岁！”［７］１９６这些贺电发表于各主要报刊，一时成为舆论潮流的导向。

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９日，黎元洪根据“元首特权”提出汪大燮任内阁。除了遭到
曹琨等保守派的反对，各直系军阀及追随者也掀起了反阁高潮，未发一纸贺电［８］２９３－２９４。北洋军阀将领

陆洪涛的嫡兄董士恩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日在往来密电中称：“内阁改组，元首事前未发征各方同意，据
予发表，日来反对声浪颇高。贺电未发最好。”［９］３０７１２月６日，《新闻报》也刊载：“汪阁贺电仅中下级官
吏，各省督长无贺电。”［１０］通过不发贺电以示抵制汪阁政府，可见贺电对当时政治舆论导向的作用。

２．军事贺电
贺电被广泛运用于军事方面，除了传递军情消息外，也能表达社会各界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情

感诉求。通过拍寄贺电以表示对战争胜利颂赞的事例不胜枚举。１９２６年９月４日，国共两党努力合
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捷报传来后，国民党省党部率先致电广州中央党部：“武昌克复，吴势瓦

解，消息传来，曷胜欣慰。”随后江苏省党部、皖省临时委员会也分别发出贺电：“占领武汉，吴贼伤亡，

无任欣幸”；“我军迭克要塞，岳平即下，武汉振摇，挥戈北指，所至披靡，直捣幽燕，指顺间事，北伐胜利，

于此可期”。全国学生总会借助北伐战争攻克武汉之际，除庆贺外，又论说他事：“顷阅武汉克复，军阀

之锋已挫……望连召集国民会议，内以建奠国基，外以废除苛约，使中国得到真正之自由平等，特电奉

贺。”［１１］借助贺电，国人表达了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以及对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拥护。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取得了锦州大捷，为辽沈战役的胜利迈
出了关键性的一步。１０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电贺锦州大捷。贺电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
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同时号召东北野战军全体将士“为全歼东北国

民党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１２］１。之后各军区及团体纷纷向东北野战军拍发贺电。如东

北局、政委会暨军区电贺解放锦州［１２］１，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对锦州大捷贺电［１２］２，中

原局、中原军区贺电［１２］３，中华全国总工会、东北职工总会贺电［１２］５，佳市妇联贺电［１２］１０，等等。

无论是政治贺电还是军事贺电，多是人们对相关事项的立场、态度的表达，决非仅仅是客套、礼节。

（二）涉外贺电

无论中外，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治领导人换届时，以及在重要节日时互致贺电，已成惯

例，这也是一种外交礼仪。互致贺电是增进国家间外交友谊的重要交际方式，同时也表达了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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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冷暖。

１．中苏贺电
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与民国时期的中苏往来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在民国时期的中苏贺电中，两国关系表现得十分亲密。《政治周报》于１９１８年第５期刊登的孙中
山致电列宁与苏维埃政府的贺电中，曾如此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

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１３］３７０通过电文可以看到孙中山对十月革命持肯定

与认同的态度。之后，１９４２年，十月革命胜利２５周年之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给苏联发电道
贺：“欣逢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良深欢忭，兹向阁下及苏联民众谨伸贺忱。”［１４］新中国成立

后，由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就率先拍发贺

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２．中美、中英贺电
中美、中英关系亦是如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远东局势和中美、中英关系发生了变化。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处理对华关系在美国、英国的外交格局中占据重要地

位。１９４３年１月，中美、中英分别签订新约，美、英两国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
新约的签订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西方其他国家纷纷推进废约进程。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

基本上打破了近代以来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特电告罗斯福总统、丘

吉尔首相，表示感慰之忱：“今日中美（中英）两国签订新约，余谨代表中国政府及人民向阁下表

示深切感慰之忱，此举使余益信同盟国团结一致，不仅为战事之目的，且为将来吾人获得永久和

平之基础。”［１５］

两国纷纷回复贺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敬启者，奉阁下一月十一日关于签订中美新约来

电，无任欣慰……使余确信联合国家争取胜利与改善世界之目的，更易达成。（英首相丘吉尔）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中英新约签订之日，辱承专电，不胜纫咸。此一伟大事件，对于二国邦交展开

新的一页，实含无穷希望于将来……乃衷心引为盟国间在伟大作战中之一竭诚密切合作也。”［１５］

贺电的来往促进了战后国际外交关系的建立。

３．中国与加拿大贺电
抗战时期，加拿大政府从对日本的绥靖政策逐渐转变为帮助中国人民抗日，并与中国建立了

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在此期间友好往来。１９４２年新年之际，加拿大总理金氏代表政府及人民
向蒋介石及中国人民致电，除祝贺节日外，又提及：“吾人之目的，思想及努力与君等一致，即决心

竭尽全力以维护全世界之自由是也。”蒋介石复电曰：“来电敬悉。吾人决心与各盟国一致努力，

以求公理自由诸共同目标之伸张。兹代表中国政府及人民，向阁下谨表谢忱，并颂岁厘。”［１６］两

国通过贺电确立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

（三）贺年、贺寿、贺婚类贺电

１．贺年电报
贺年类电报于１９２３年底开始出现。新春佳节，亲朋好友及平素交往之人，皆宜互相谒贺。若未亲

临，传统的方式是通过信函祝贺，由于它的时效性很差，影响庆贺效果，故贺年电报成了庆贺新年的重

要方式。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１日《申报》报道，上海电报局，昨接交通部电，为便利新年发寄贺电者起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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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种贺年电报，每电在１０字以内者收费２角［１７］。我国军政各界对于长官或同僚，每逢新年往往要

发电道贺。如１９２２年，据《新闻报》载，颜会庆收贺任贺年电数十起［１８］。１９２８年《江苏省政府公报》载，
江阴县县长孙揆、广西省六合县县长刘修月、云南省政府委员会等，于新年之际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

政府等拍发专驰贺电，以示庆贺。电文有“敬祝年禧”“敬贺年禧”“庆环球之岁序同新”等词［１９］。此时

贺电的发展已经趋向成熟，电文日渐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专驰贺电”的意义。

２．贺寿电报
１９３３年，交通部明令废止贺年电报，把其纳入交际电报中，规定了交际电报拍寄的范围，包

括贺寿、贺婚等［２０］。凡逢年节或喜寿等事，国人都会给亲友等拍发贺电，以申庆祝。抗战时期，

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政策，并于１９３５年５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
织抗日同盟军。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４日，冯玉祥六十岁生日当天，《新华日报》特辟出一个整版，在
“庆祝焕章先生六十大寿”的大标题下，刊登各方的贺电、贺词和寿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

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从延安发来祝电表示：“欣逢先生六秩诞辰，泽东等山河暌隔，未能

跻堂为寿，良深谦仄。兹特肃电奉贺，用当华祝，词虽检乎寸褚，情实殷于三多，希垂察是幸。引

领云，母任忭颂。”［２１］２４６在抗战时局恶化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和风

俗习惯拉近与统战对象的关系，有助于集中力量统一抗日。

３．贺婚电报
不仅贺寿电报如此，贺婚电报亦如此。如若不能亲临，即可通过电报贺婚，为新人送去诚挚祝福。

如１９３５年１月，熊希龄与复旦、暨南两大学教授毛彦文女士结婚，时熊希龄６６岁，毛彦文３３岁，两人虽
年龄悬殊，但毛彦文对熊希龄十分倾慕，为此拒绝了学者吴宓的追求，二人的婚讯被传为美谈，众多媒

体都有详细的报道，一时轰动全国。各界往贺者殊多，计有李根源、王克敏、何其巩、袁同礼、胡适、任鸿

隽、危道丰、许修直、陈三立、袁良、朱庆澜、陈衡哲等，其中有一电云，“闻公与毛女士结婚，我是特别的

兴奋者，且极端赞成先生的思想，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一切封建残余的观念，与一般流俗不光明的

见解，是不值得我们顾忌的，我真佩服先生的勇敢，诚不愧为现代的典型人物”［２２］，词意很是新颖。

１９３５年，女星蝴蝶结婚在大东款宴时，接到文人田汉从南京拍来的一封电报，译出来是一首
新体词：“昨夜飞来红帖子，一时举国欢无比，煮酒都开玳瑁筵，罗丝看绣驾鸳字，所惜今日事急

矣。严霜将已大风起，也应三日下厨房。莫把生涯开在厨房里！”［２３］此时的电文新颖多样，表达

了拍寄人的庆贺之情。

民国时期贺电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贺电不仅可以为政府传

递各种情报和军情，而且改变了外交的被动局面，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加强人际关系、

增进友谊的一种重要方式。除上述贺电种类之外，还另有商业贺电［２４］２６６、学术团体贺电［２５］、宗教

贺电［２６］、校庆贺电［２７］、周年贺电［２８］等，贺电的涉及面很广。

二、贺电的发展趋势

民国时期，随着电报事业的发展，贺电的拍发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不断扩充，业务逐渐完善，

拍发主体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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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贺电拍发量的增加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圣诞节来临之际，各界人士纷纷庆祝节日，以电报致其友人。１２月２６日，据
《申报》华东社记者对本市国际无线电台、大东、大北等三水电公司及电报局等统计，“前昨两日，

收到之庆祝电报，共计有五六千通，而尤以昨日为多”［２９］。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３１日，蒋介石五十寿诞，
据北京电局统计，“自本月十五日起至卅一日止，京局收到蒋公贺电约五千余通，字书达卅余万，

其直拍往长安者尚不计在内，电局因此增加人员翻译，每班达卅余人”［３０］。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收录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大量期刊资

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笔者以“贺电”为检索词，按照题名检索，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间
的记录总计１４２４条，其中，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有１４１条，１９２０—１９２９年有３４３条，１９３０—１９３９年有４２６条，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年有５１４条，呈现出明显的不断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拍发贺电数量之多。

（二）贺电的类型不断扩充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虽然电报线路增添较多，但设备简陋。１９２０年前后，仅有贺年电报作
为专门电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电政逐渐统一，由交通部统一管理全国电信业。１９３３
年，交通部推出《国内交际电报规则》，凡是庆贺新年、圣诞、结婚、添嗣、寿诞、开张、升迁等类可

拍发交际电报［３１］。１９３５年，法租界天津电报局奉交通部令，扩充交际电报范围，增加了纪念、升
官、毕业、出洋、迁居、考取、就职、发明、成功、胜利、典礼、得奖等庆贺电报［３２］。１９４７年，电信总局
鉴于国民大会代表业已举办并将次第揭晓，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及总统大选亦将陆续举行，为便

利公众发电庆贺当选，自１２月１日起，全国各局一律临时开放贺选电报业务。“凡所发电报完全
关于庆贺当选及其答谢之回电，均可照贺选电报业务办理。此项电报，以中文明语为限，每通至

少二十字起算，价目照寻常明语二分之一费。译费不收，且用绯色来报纸投送。”［３３］贺电类型不

断扩充，日益贴近民众的生活。

（三）贺电的拍寄业务愈趋完善

交通部自颁布交际电报规则以来，民众社交往还，皆可拍发交际电报。１９３３年，为迎合社会
人士心理，交通部改良交际电报，如贺年电报送达的报袋用红色，吊唁电报送达的报袋用素

色［３４］。交通部为适应农村实际需要及发展交通事业，规定自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６日起，“凡国内交际
电报，均可采用邮转办法，已通令各邮电局一体遵办”［３５］。１９３５年，上海电报局为便利中外各界
拍发交际电报，决定利用电话收发电报［３６］。１９３６年，为了更进一步推广交际电报业务，由全国各
邮政管理局、储汇局及全国各地一等邮局发售“邮政储金礼券”，凡交际电报之发报人，得以附赠

礼券与收报人，礼券汇费，则可免收。此项礼券，券面数额自二元至二十元，券分红素两种，由发

报人随意指定，交际礼券持券人，可凭券向当地邮局或邮电机关兑换法币［３７］。之后，鉴于民众使

用礼券、现金常感俗气，交通部特制定交际电报附赠鲜花礼物的办法。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汉

口等五处电局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６日起接到通知后，均可随交际电报附送鲜花、花篮或花圈。若发
报人欲附赠鲜花礼物，每份只需缴付手续费１角［３８］。１９４７年，电报总局为唤起公众兴趣，举办交
际电报发报人自撰电文竞赛，“凡应征竞赛之交际电报电文辞句，经电信总局评定采用，作为交际

电报成语电文者，当即核予奖金”［３９］。随着交通部业务的不断完善，民国时期的贺电得到了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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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贺电的拍发主体由政府官员扩展到社会名流及各团体

１９世纪后期，贺电的使用主体局限于政府官员，民国时期，逐渐扩展到社会名流及各团体，
更具普遍性。

１９１４年７月１日，时报馆十周年纪念之日，除各大报馆贺电纷至沓来，又有社会名流等拍寄
庆贺，如北京张季直先生贺电：“时报馆鉴，启渝民智，前已十年，来日无尽，谨贺谨勉，謇艳。”［４０］

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３日，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我猜着你们今天会有贺寿电，果然到
了。”［４１］１９２１９４１年８月５日，据《艺术与生活》刊载，上海剧艺社举行庆祝三周年纪念典礼时，接到
巴金、茅盾、王莹、金山、蔡楚生及于伶等人联名贺电，为大会生色不浅［４２］。

随着交通部政策的深入实施，贺电在社会各团体中普遍应用。抗日战争时期，在冯玉祥的领

导下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各地的爱国民众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０日，
东南５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称赞冯玉祥：“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
功已不在禹下。”［４３］８３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３１日，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各民众团体及学校相约祝寿。天津
中等以上学校联合发电庆祝［４４］，又有南京新生活运动总会贺祝［４５］，教界贺电祝寿［４６］，等等。

三、贺电发展的促动因素

民国时期贺电之所以取得较大发展，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交通部业务日益完善外，还有拍寄

费用降低、报刊媒介宣传推广、社会舆论倡导及民众观念变化等。

（一）拍寄费用降低

交通部公布实行交际电报初期，拍发贺电的人不多，为了吸引民众拍发电报，交通部降低了

拍寄的费用。以贺年电报为例，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１日，上海电报局接交通部通电，凡发寄贺年电报，
经由国内陆线传递，每电在１０字以内者，无论本外省每电均仅收费２角，洋文每电收费３角；若
每电逾１０字外，中文１分／字，洋文３分／字，出省加倍［１７］。１９３３年，交通部公布《国内交际电报
规则》，全国电局开始收发交际电报，将贺年电归入其中，并重新调整价格。规定全国电局一律开

始收发投送交际电报，华文每电起码２０字，每字同省２分，隔省４分；洋文起码１０字，每字同省４
分，隔省８分，以庆贺吊唁词句及其答复为限［４７］。此时交际电报的收费标准为２分／字，政务电
为５分／字，寻常电则为１角／字［４８］４７，相比之下，交际电报费用很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５日，交通部
又降低交际电报的抄费，每份抄费（即同地分送若干份之抄费）改为每５０字银元１角（以前照平
常电报分抄费计算每５０字需银元２角），不满５０字者，亦作５０字论，逾此照加［４９］。１９３５年，交
通部为推广国内外贺电，特规定发往亚、欧、美、澳、非五大洲各处之庆祝圣诞及贺年电报，均照寻

常电价目的三分之一收费［５０］。由于电报费用降低，而传迅的速率高，民众非常乐于拍发电报。

（二）报刊媒介宣传推广

１９２９年１月，天津无线电报管理处曾刊登贺年电报的广告：“本界新年，无线电管理处，特仿
欧美方法，对于贺年电报，大为减价，故各处人士多利用此机，纷纷拍发贺电。”此外，广告上特制

了两个样板，其中一个是上海报社记者朱家麟发的贺年电报。画面上，图案精美、构思巧妙，电报

文、中文、英文穿插其中，“恭贺新年”四字印于画面正中，格外醒目［５１］１２０。之后，１９３３年《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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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又刊登数条广告，以《利用特别价廉之国内交际电报 为最新颖之社交方法》为标题，进行宣

传：“价廉———费银数角，可发一电。诚敬———用电报向亲友表示庆吊慰问，情意较用邮函诚敬。

便捷———电文简短，一挥即移……”［５２］相比传统的年画、明信片，贺电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信息传

播的便利，还有感情表达的便利。

（三）社会舆论倡导

民国时期，广大社会人士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拍发交际电报的经验，为交际电报

的发展建言献策。如《申报》上就刊登了多篇社会人士介绍和鼓励使用交际电报的文章。

１９３５年，笔名“冀艮”的记者撰写了《交际电报广义的用法》一文，认为广义的使用交际电报
就是对方不限于亲友之间，而要推广应用到虽不素识而心所钦佩之人物。例如国家元首、地方领

袖、机关长官，以及其他有功于党国、造福于社会、政绩斐然、德业高尚而为人们所钦佩者，均可在

诞辰，或新年，或海外归来或出去之时发电庆贺。如王宠惠先生返任，俞飞鹏先生归国，均可拍电

驰贺，表示钦敬［５３］。１９３７年，笔名“山荣海”的记者撰写了《成文交际电报之因素及其特色》一
文，认为交际电报有下列三种特色：一是价目低微，便于社会各阶级使用，可培养普通民众发电的

兴趣与习惯。二是成文交际电报，虽为一纸电文，但收报人接到电报时必感到无限兴奋，而对于

发报人而言，发报轻而易举，并不受时间、空间及物质的局限。三是电报的电文词句，均由电报局

代为撰写，普通民众只需选择照发即可，而知识阶层亦可省去构思时间［５４］。

（四）民众观念变化

电报传入中国之初，正值外国入侵之时，普通民众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再加上对其并不了解，

普遍认为电报是为传递不幸之消息而设，并且认为电报“不免带有贵族色彩”［２］１９。此外，尽管近

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电报网，但是全国电网仍较为稀少，偏远城镇乡村的电报收发机关并没有普

及，１９３３年寻常电收费标准１角／字，而信件则按分收费，可见，拍发电报的资费相对较高。以上
两个因素影响了民众对贺电的拍寄热情。

交际电报出现后，政府部门不断降低拍寄价格，完善业务，如前文所提到的１９３３年交际电收
费为２分／字、农村地区的拍发实行邮转、拍寄附赠礼券、附送鲜花等，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拍寄热
情。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与社会人士的争相推广下，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认为“电报是一

种通讯最快的利器。有了要事，如邮信赶不及，就利用电报……如欲对亲友表示特别的感情，或

者不妨坦白地说，想讨好对方，那未尤非利用电报不可”［２］９１－９２。上海竹枝词中曾记载了时人对

电报的称羡：“奇哉电报巧难传，万水千山一线牵。顷刻音书来海外，机关错讶有神仙。地线信一

名电报，数万里重洋，朝发夕至。”［５５］４６

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叠加，促进了民国时期贺电的快速发展。

本文梳理了民国时期贺电的种类、发展趋势及促动因素，从中可知，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贺

电在全社会中广泛使用，极大地便利了社会各阶层的交往与情感交流。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电仍

然存在，且国内外政务层面的礼仪贺电呈上升趋势，如１９４９年至今，《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所
刊载的贺电数量就达两千三百多条。随着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等新型通信工具的普遍使用，贺

电在民众生活中的使用趋于式微。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贺电还将存在，并在社会交往

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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