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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史研究】

抗战时期重庆邮政刊物述评
谭　翠，陈桂香

重庆图书馆，重庆( )　４０００３７

　　摘　要：邮政是政府设置的为大众传递信息和提供与之相关服务的社会

基础性机构。抗战时期，随着邮政机构迁入重庆，重庆成为大后方邮政的中

心，体现了全国邮政业的水平。战时重庆创办有邮政综合、邮政金融、邮工、集

邮等多个类别十几种邮政刊物，为邮政业发展的显著标志。通过对各邮政刊

物的提要钩玄、简要评论，摸索抗战时期邮局业务、邮工的团体和生活、集邮团

体和活动等重要情况，探究战时全国邮政业特别是重庆邮政的发展状况、重要

人物、影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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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社会科学规划抗战工程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邮政史料的整理与研究”（２０１９ＹＢＫＺ０８）

　　邮政业是指服务提供者依托国家邮政资源和基础设施，依法经营信件、印刷品、包

裹等物品的寄递业务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业务的专门行业［１］３－４。邮政业务包括四大

类：邮政寄递类、邮政金融类、报刊发行、集邮业务［２］６０。

抗战时期的重庆主要指１９３７年年底至１９４５年，现在行政区域下的重庆。随着国民

政府的西迁，大量军政机构、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教机构迁往重庆，这为重庆邮政网

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重庆的邮政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并对近代中国邮政业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前重庆地区的邮政业务由东川邮政管理局统一管理。重庆一直没有集邮组织

和集邮商店，以及邮政类相关刊物［３］７４。随着当时“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局”“邮政总



局”等迁入重庆，邮商、集邮人士汇聚重庆，重庆逐渐发展为全国邮政中心，开始出版各

类邮政刊物。据期刊目录索引，邮政史、邮政储汇史和集邮史等著作，并结合各图书馆

馆藏，可查阅到当时的邮政刊物共计有１１种，类别多样，内容丰富。但学术界对其研究

较少，没有专门的书籍、论文进行论述，邮政史仅简要提及刊名、创刊时间，集邮史仅介

绍集邮类期刊。因此，本文对抗战时期重庆邮政刊物的介绍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邮政刊物

按照内容我们将刊物分为邮政综合、邮政金融、邮工、集邮四类。本文将从刊物的

编者、出版发行机构、题名、创刊主旨、栏目、撰者、内容及代表作品、影响等方面进行

阐述。

（一）邮政综合类

１．《现代邮政》

《现代邮政》于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５日在贵阳创刊，由现代邮政月刊社出版，社长为龙达

夫，主编为冯农，社址为贵阳禹门路４２号，由王漱芳题刊名。１９３９年６月该刊迁往重

庆，社址为綦江北街１５２号。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停刊。该刊共出版１６期，每期约２０页，其中

第４—５期，第１３—１４期，第１５—１６期为合期，约３０页。社长龙达夫曾任上海邮政司司

长，战时任全国军邮总枢驻重庆军邮都督处处长。主编冯龙为留学生，专攻邮政，后任

多地军邮训练班邮训教官。

该刊 “以福利社会为目的，以合理经验为手段”［４］，主要登载各地调查材料及分析、

各国邮政制度、邮政学术、邮政现状分析建议等，开设有“论著”“邮政小讲座”“公共信

箱”“邮政消息”“邮人文艺”“军邮信箱”“同人通讯”等栏目。刊物的代表性收文有《现

代邮政之使命》《邮政与西南经济建设》《我国邮政是否已能适应抗战需要之批评》《邮

政的资费政策》《论邮政储划在战时之特殊功用》《军邮业务局与普通邮局有什么不同》

《英国之邮政储金》等研究性论著，还有《邮差赵二兴》《寇机吟》等小说、诗歌类文艺作

品。该刊介绍了抗战时国内外的邮政知识、消息，研究了战时的邮政制度、现状等，对发

展战时全国邮政特别是军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２．《邮政月刊》

《邮政月刊》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底在重庆创刊，１９４５年８月停刊，共出３５期。刊物由

“交通部”邮政总局编印，１６开本，月刊。张嘉趝、曾养甫、俞飞鹏等题刊名。抗战时邮政

局由“交通部”管理，１９３７年８月由南京迁汉口，１９３８年迁昆明，１９４２年６月迁重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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桷垭。

该刊的主旨为普及本局法令，主要包括“法令”“业务”“人事”“文牍”“特载”“附

载”“其他”等栏目，主要登载“交通部”“邮政总局”颁发的各种业务、行政指令和文件。

其中“法令”包括“交通部训令”“电政司函”“邮政总局通令”等，为本局颁发给所属各机

关的法令文件。“人事”主要包括人事任免、调动与裁员等法令。“业务”包括增设邮局、

局所、邮路等法令。“文牍”刊载《电陕西管理局关于手寄空白表册事项》《公营机关出

售存料应呈准办理稽查程序》等文案。“特载”刊载《邮政工作绩效与纪律》《布诺赛尔

国家邮政公约之研究》等研究性论文。“附载”刊载《关于邮件封发时刻》《邮政营业窗

口人员服务手册》等一些工作要求。“其他”主要刊载与“邮政总局”相关的、不属于上

述类型的训令。该刊对于普及“邮政总局”法令、开展业务起到了内部宣传的作用，是研

究抗战时“邮政总局”相关政令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邮政金融类

１．《储汇服务》

《储汇服务》于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５日在重庆创刊，由邮政储金汇业局发行，地址为重庆

上清寺，后迁黄桷垭崇文路８３号。月刊，专供本局同人阅读，非卖品。张嘉趝、曾养甫题

刊名。该刊曾休刊，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５日迁至南京，目前所见最晚一期为１９４８年出版的第

８７期，停刊日期不详。邮政储金汇业局为政府设立的金融机构，隶属“邮政总局”，１９４０

年４月由沪、港迁重庆，加入四联总处，成为战时国民政府的金融系统核心“四行二局”

之一，１９４６年３月迁往南京。

该局局长刘攻芸在《创刊“储汇服务”启事》提及，该刊“为增进同仁修养学识，及沟

通同人情感”而办，由（杨）荫溥主编［５］。《对于刊行“储蓄服务”的感想》一文提及办刊

益处有四：“一为公布局方的意旨和文献，上达同事的意见和呼声；二为灌输金融、政治

以及其他方面知识；三为发现，养成或训练写作人才；四为增加同人业余生活。”［６］

该刊的广告称邮政储金汇业局为“服务大众之银行”，邮政储金，便利稳固；邮政汇

兑，简捷省费；人寿保险，安家防老；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卷……全国二千余所邮局均可

办理［７］。

刊物特请各局处室指派人员负责收集资料，主要征集专门著述、身心修养、服务经

验、业务讨论、转载介绍、生活素描、小品文字、同人消息等８大类作品。该刊干事有祝纪

和、洪楣、张葆孝、熊
"

晖等人，特约撰述有何焕章、王致敬、王维中、张祖荫等人。该刊

主要收录邮政储蓄业务类文章，如《邮政经办社会保险议》《挽救邮政精神》《从国营事

业之通病谈发展储蓄业务》《抗战建国与储汇业务》等，还刊登《责任心与事业心》《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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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则》《旅行书简》等文学作品。该刊重点关注储汇各种业务，对该局及各分局的人事、

业务进行了介绍、分析，以便人们探索提高业务、改进服务之路。该刊成为了解邮政储

汇界的重要资料。

２．《金融知识》

《金融知识》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在重庆创刊，１９４５年７月停刊，出刊至第４卷第

１—２合期。由邮政储金汇业局编辑发行，地址为重庆上清寺，１６开本，双月刊，每期约

１６０～４００页，张嘉趝、曾养甫、俞飞鹏等题刊名。

该刊以研究及介绍货币、银行、金融、财政、经济学术之理论与实际为范围，主要收

录关于上述问题的著述或译作、新书介绍，学说介绍与批判，以及国内外金融之调查，银

行经营或财务行政经验之报告等著述［８］７３９。

刊物主编为刘攻芸、杨荫溥，后增徐继壮，特约撰述有刁培然、王澹如、何维凝等８０

多人；该刊辟有“金融特辑”“金融专著”“金融行情”“金融实况”“金融实务”“金融学

说”“金融统计”“金融常识”“金融动态”“金融译述”“金融资料”“金融文纲”“战后金融

问题”等栏目。刊物曾刊出“封存资金特辑”“战后我国货币”“金融动员特辑”“地方银

行特辑”“物资特辑”等特刊，并刊发了《金融建国试论》《中国今日的银行界与银行家》

《吾国战时统制金融之检讨》《日本战时金融之检讨》《重庆比期存放及其高利问题》《德

国在沦陷国之金融策略》等文。刊物介绍与分析了国内外金融情况、银行经营和行政经

验，是研究抗战时金融业务情况的重要资料。

（三）邮工类

１．《中华邮工》

《中华邮工》于１９３５年３月５日在上海创刊，月刊，抗战时迁往重庆，由“全国邮务

总工会”宣传部编行，地址为重庆商业场永龄巷九号，重庆邮政信箱３１３号。１９３９年２

月１６日出版第４卷第１期，称“复刊号”，并改为“战时半月刊”，主编为顾锡章。１９４７年

５月刊物迁回上海后又改为月刊，并进行重新编号。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出版的第１０期为

最后一期。有时几期合订一册出版，页数少时十几页，多时百页。

该刊初办的宗旨为“以综合全国邮工之意见，发挥工人主张，增进国际劳工感

情”［９］。复刊时该刊以“抗战建国纲领为最高精神，以建立战时邮工运动理论及工作方

针，并发展邮政业务，策进战时劳工运动，完成抗战建国使命为宗旨”［１０］。《今后的本刊

（代复刊词）》提及，抗战进入第二期，当前邮工运动的目标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建会

必成［１１］。该刊不仅成为战时的邮工读物，而且成为动员全国劳工参加抗战建国的神经

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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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为全国邮务总工会会刊，主要设有“短评”“工人消息”“文艺”“邮政要闻”“军

邮”“抗战要闻”等栏目。刊物刊出“劳动节纪念专号”“邮工生活专号”等，收录《我们的

任务》《邮工的时代使命》《推广储汇的宣传员》《重庆邮工抗敌工作剪影》《国际劳工与

中国抗战》《纪念五一劳动节与抗战建国》《二期抗战中邮工运动的中心工作》等文章。

刊物为全国邮工之喉舌，对抗战时加强邮工组织，传播邮运理论，促进邮工生活具有重

要的价值。

２．《浪花》

《浪花》于１９３９年年底在香港创刊，由邮政储金汇业局浪花社编辑发行，月刊。该

刊原定名《文艺》，曾由该局人员在上海出版，抗战爆发迁香港后改名《浪花》，因重庆人

员日多，迁重庆［１２］，抗战胜利后随该局迁南京。到１９４８年停刊，刊物共出版９４期，目

前仅见第８４—８６期、第９４期，主要刊载分局简讯，包括汕、筑、穗、泸州、杭、昆、西安等分

局信息。

该刊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员工团体所办，多由“浪花社”撰稿。据该局后来所办《储汇

服务》提及，该局同人先后创办《交响》《艺风》《月谈》《浪花》等刊物，其中《浪花》主要

包括以下版块：“谈论”版，讨论社会时事、同仁福利、业余生活、身心修养、业务推展等；

“文艺”版，是同仁练习写作的园地；“体育”版，提倡正当运动，报道同仁动态；“鸥社诗

文”版，专供爱好文学的同仁研讨习作；其他还包括“传声筒”“同仁介绍”“小统计”“闲

话拾零”等栏目。１９４１年，“文艺”版包括三种副刊：“艺风”“青年生活”“妇女园地”；

“体育”版改“业余”版，其他版增加趣味性……［１３］１８－２０。

《浪花文艺季刊》于１９４１年年初创刊于重庆，仅出４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停刊。刊物由

浪花社编印，季刊，刊名为吴敬恒所题。刊物是该社在战时为提高同人文学修养而办，

设有“文艺短论”“文艺拾零”“文艺杂志评介”等栏目，主要包括中外文学作品、文艺评

论及散文的译介等，如尼赫鲁著、源泉译《狱中给女儿的信》，赛珍珠著、孙士?译《敌

人》，臧克家《擂鼓的诗人》，孙伏园《胜利的文艺》，罗荪《欣赏与低级趣味》等作品。

３．《合作通讯》

《合作通讯》于１９４３年２月创刊，１９４５年５月停刊，共出版２８期。刊物由重庆邮工

消费合作社编辑发行，月刊，非卖品，专供社员阅读。刊物封面注：“为社员作报导，为社

员作喉舌。”

该刊以推动合作事业为主旨，设有“合作文艺”“社员通讯”“社员动态”等栏目。如

《旁观者清》一文介绍了重庆邮工消费合作社的成立和组织情况：该社创立于１９４０年，

社员８００人，１９４４年达２７００人，新社址位于太平门邮政局斜对面。文章还详细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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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社的消费部、公共部、信用部等情况，并分析了该社办得好的几大原因。刊物刊载

了《血泪汗》《合作社》《中国合作事业协会征文》等文章，倡导合作运动。《买炭好不容

易》《物价高涨购油不易》等文章反映了邮工生活等。该刊重视合作的力量，开展合作运

动，提倡社员与合作社融为一体。

（四）集邮类

１．《山城邮讯》

《山城邮讯》于１９４１年１月创刊，月刊，主编杜稚衡，由重庆山城邮讯社编辑，辅文

邮票公司发行。油印，曾停刊，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复刊，由辅文邮票公司发行，地址为重

庆上安乐洞９８号，重庆邮政信箱第３８号；月刊，期号另起，铅印。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０日出版

第１卷第４期后停刊。

该刊为重庆山城邮讯社会刊，目前仅存 １９４２年２月５日出版的第２期。刊物设有

“集邮消息”“会务报告”“特别通告”等栏目；主要收录会务消息、“山城邮票会会员录”

“会员启事”“山城邮票会启事”“本埠邮票流通交换事宜”等内容。其中“会务报告”提

及重庆山城邮讯社第一次会议召开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１号，会长赵达甫。“刊物为本会之

灵魂，需要迫切当推，杜稚衡君编辑，每月发行，物价高用油印，当场进行募捐。捐者有

郑大镛、赵达甫、袁友仁等；地址暂定陕西街１２６号义亨钱庄。”［１４］“会员录”记载会员郑

大镛、姚景钧、袁友仁等８０多人的年龄、籍贯、职业、集邮类别、通讯地址等信息。《山城

邮讯》是了解该会规章、会员消息和沟通集邮信息的重要工具。

２．《陪都邮声》

《陪都邮声》于１９４３年７月创刊，由重庆市邮票研究会编行，地址为机房街宁村１

号，后迁往太平门四方街２号。刊物为双月刊，目前保存的最晚一期为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出

版的第１１期，１９４４年８月和１１月分别出版的第７，８期为“本会成立周年纪念号”。刊

名由潘公展、陈其采等题。

该会理事长郑汝纯在《陪都邮声创刊献辞》中提及，“凡研究邮识、介绍邮闻，记载邮

市动态，报道邮人消息，以及票名之交换流通，悉邮刊是赖凡集邮家莫不人手一篇，于是

邮刊乃成为邮人之宝典，邮会之灵魂焉”［１５］。

创刊号《本会创立始末与愿望》介绍了重庆市邮票研究会于１９４３年（６月６日）在

重庆成立，为抗战时期后方较大的邮会。郑大镛等人曾组织召开“陪都邮人座谈会”，研

讨邮识、报导邮讯、流通邮品，后因参加人数逐增，改组成立重庆市邮票研究会，并确定

了内部组织及职员工作分配。该会提倡集邮宣扬国光之职责，办好《陪都邮声》［１６］；主

张吸收会员，众多外地邮友加入，该组织对整个大后方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定

９９第６期 谭　翠等：抗战时期重庆邮政刊物述评



影响［１７］。

《陪都邮声》为重庆市邮票研究会会刊，撰稿人多为该会会员，如郑汝纯、刘恒生、郑

大镛、郭晋康、张枕鹤、赵达甫、艾元俊、吴乐园等。刊物登载“本会成立大会记要”“第一

届职员录”“本会各部及通信处”“本会紧急启事”等消息；刊发景吕、同歆、鱼光、艺光、

重庆邮票社等邮票商社的广告；收录《中信版及百城版邮票纪要》《邮海译丛》《各地发

行改值之种类》《新疆公文贴用之商榷》《集邮之乐》等介绍国内外邮票动态和邮票知识

的文章。刊物对于研究邮学、宣传集邮、团结会员、增强邮会知名度具有重要作用，在当

时邮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３．《邮讯》

《邮讯》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日创刊，主编张静?（枕鹤），发行人郭晋康，由重庆鱼光

邮票社编辑发行，地址为重庆第８００８号信箱。每期多为４页，月刊，出至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０

第２卷第２期后停刊，共出版１４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复刊，发行人郭晋康，社址为铁

权街１５号附１４号，编号另起，同月第２期停刊，每期２页，刊名由郑汝纯题。

《发刊词》提及“集邮是种高尚的娱乐，并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我国集邮历史

仅三十余年，未能普遍发展。战事以来，在艰难时提供邮学刊物为邮林中一大贡献，于

是集邮同志与日俱增。本社为增进邮识及报告新邮起见，编邮讯。”［１８］

该刊为鱼光邮票社会刊，主要设有“邮讯”“随笔”“论述”“杂文”“邮人小传”“邮坛

广播”“新消息”“集邮谈屑”“邮苑拾零”等栏目；撰稿人有张枕鹤、刘恒生、郑汝纯、郭晋

康、廖俊才、胡宝书等。刊物收录该会的相关信息和各种邮票资源，还刊载了《购平新约

邮票的杂记》《重庆邮票会近讯》等文章。该刊详细介绍了国内外邮界知识、出售信息、

集邮收藏家动态、集邮社友名录等，为研究战时集邮活动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４．《现代国邮专刊》

《现代国邮专刊》于１９４４年８月创刊于重庆，同年９月出第２期后停刊。月刊，每期

４页，邮票研究刊物。编辑张枕鹤、刘恒生，校对郭晋康，发行人艾元俊，地址为重庆信箱

第８００８号。

张枕鹤在该刊的第１期“弁言”中提及：“集邮虽小道，实系一国军事、政治、经济、文

章等盛与废之际，而启迪智慧，陶冶性情，节约消费。今集邮盛行，文字重早期票和近代

票，现代票则略简，邮刊有闻必录，东鳞西爪莫有考察，邮局朝令夕改，错综复杂。需探

原穷本，搜集资料。”［１９］１可见该刊主要详细介绍了“现代票”。

本刊旨在提倡集邮，主要对中信版总理像十六分加盖“附加票”，“改作五角票”的简

史、附注、识别等内容进行论述，按邮区详细介绍邮票相关知识及鉴别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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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邮刊对该刊也有介绍。如《陪都邮声》提到该刊“钩稽群书，撷其精华，去其糟

粕，编成单页，别见一心，取材用纸，编排印刷，力臻完备精美，以供集邮通知参考等

语”［２０］。据《邮讯》介绍，该刊为“第一号，编辑、印刷、纸张均视后方一切邮刊为佳”［２１］。

二、总结

抗战时期的重庆邮政类刊物数量大、种类多、发行时间长，有内刊和外刊两种；创办

者少数为政府机构，多为民间组织，如“全国邮务总工会”、重庆邮工消费合作社、邮政储

金汇业局浪花社等为邮政事业服务的邮工组织，也有重庆市邮票研究会、山城邮讯社、

鱼光邮票社等民间集邮组织；主编及撰稿者如郑汝纯、郭晋康、刘恒生、郑大镛、张枕鹤、

赵达甫、艾元俊、吴乐园等，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又有集邮家，具有多双重身份；内容上

主要介绍邮政、储汇等专业知识与业务工作，以及员工生活、娱乐，集邮信息与活动等。

这主要是因为战时政府邮政机构及人员的迁渝，重庆邮政体系扩大，相应的社会团体成

立，集邮活动风行，邮政事业取得很大发展。邮政的发展对促进战时全国特别是大后方

的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社会安定、文化传播、生活娱乐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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