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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史研究】

清末四川邮政空间布局研究（１８９１—１９１１）
曾潍嘉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清末邮政经历了海关邮政与大清邮政两个时期，正是在区域邮务体
系构建的时序性演进过程中，邮务机构和业务得到了扩充，邮务制度和职能得以完

善，邮务节点和邮路体系逐渐延伸至区域内的各个层级。就空间分布而言，局所的

分布态势并不均衡，主要以交通和经济等社会性考量为要，注重对区域内已有邮务

体系的整合与利用，不断优化和发展邮路，使邮政整体分布在区域空间内梯次呈

现。从空间布局来看，邮路体系侧重于对局所的辐射，呈单线串联状；由主架构向

周围延伸，呈散射状；邮政系统覆盖整个川渝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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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后期所逐次构建的国家邮政系统，是近代中国将由国家主导的时效性通信网络

正规化和平民化的重要实践。初始之时，近代邮政系统在西方主导的海关系统下延伸

并逐步发展，自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创办之后，通过对传统驿递制度的不断整合，并

在与民间信局和国外客邮的多方博弈下，一张全国性的邮政网逐步形成，并辐射到各个

层面。此后，大清邮政基本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体系延伸和版图扩张，明晰了制度内

部的职责划定，并对初创的邮政系统进行空间布局。

就研究的意义而论，一方面，区域邮政的发展具有颇为明显的空间特性，邮务节点

的设置与邮路体系的延展构成了邮政空间实体的核心部分，这一不断演化的空间网络

理应成为邮政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另一方面，区域邮政与地方社会的发展具有密切

的联系，深刻探讨区域邮政的空间特性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空间维度，也为区域邮政地

理研究提供了基础。何以将区域研究的范围选定于四川，一为自近代以来，该区实为近



代化要素输入西南腹地之重要孔道，信息、物资、人员流动之频繁，他者难出其右；二是

该区近代邮政实践开展甚早，开西南地区之先河，且未有中断，所留存的史料较为丰富，

都为我们以区域视角审视其邮政空间特性提供了可靠的支撑。

历年来邮政史研究成果颇丰，早期专著有谢彬著《中国邮电航空史》《民国沪上初版

书》，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龚达才主编《中国邮政一百年》等，这些论著只

是对近代中国邮电的发展脉络及业务拓展作了梳理，即使对地方邮电略有涉猎，也过于简

略［１－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于邮政问题的研究逐渐转向区域化，如王钰的

《西藏邮政杂考》、潘志平的《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易伟新的《晚清湖南邮政述论》、胡

中升的《近代福建“客邮”》等，这些研究对地方邮政事业进行了详细论述，但这些论述多局

限于对机构建制的探讨，缺乏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复原与分析［５－８］。李重华的《清末民国时

期的基层邮政———以原四川省为例》专注于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邮政，为区域空间结构的研

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其偏向于制度史研究的视角，侧重于纵向的制度体系复原与分析，而

未将邮政实体空间进行复原并加以探讨，从而未能从整体结构上对川渝地区的邮政系统进行

时空视域下的全面复原与分析［９］。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区域邮政研究最新成果的整合，

结合存世的大量文献档案，特别是近年来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哈佛图书馆中所发现的外文史

料加以实际应用，对清末四川省内邮路节点和邮路体系进行全面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空

间特性进行分析，以期此项基础研究可在日后的区域邮政地理研究过程中体现一定的价值。

一、制度完善与职能拓展

四川的邮政事业始发于重庆，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与大多数开埠城市一样，重庆海

关便设置了邮政司，由重庆海关税务司好博逊兼领，称为“海关拔驷达局”（ＣｕｓｔｏｍｓＰｏｓｔ

Ｏｆｆｉｃｅ），学界惯称为海关寄信局，该局成为整个四川乃至西南地区首例［１０］。成立之初，该

机构并无分支，仅于海关驻地拨划办公地点，用以接纳寄信者［１１］。据设立之初邮务司发送

海关总局的编制报告书中描述，所设邮政司之下，分总务、运务、协调三处，总务处（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设主管（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一人，协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二人，帮办（Ｄｅｐｕｔｙ）

一人（多为海关税务司其他部门人员兼理），主要负责邮务具体开展并协调与海关系统的

工作，包括邮件统计、人员组织与任免、档案管理；运务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设主管一

人，协理一人，邮差六人，邮件分拣员二人，邮件保管员二人，负责邮件的收纳、封发、分拣

等具体工作；协调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设主管一人，协理一人，邮事接待员二人，书记官

一人，负责邮务宣传、运力组织与协调、邮运班次的铺排，并负责与邻区邮务机构之间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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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等［１１］。在当时好博逊发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对新成立的邮政司有这样的描述，

“初建的邮政司规模极小，其影响范围之有限，就连许多外国机构都不知道其存在”［１２］。

足以看出，成立之初的海关邮政司的影响力可谓十分有限。

在海关邮政开办之初，开展的业务种类也较少，自１８９１年３月至１８９７年３月的六年时间

内，仅包含函件与轻件包裹两类。函件分私人信件和公文函件两种，私人信件无固定发出时

间，需待公文函件班次统一发出。对于包裹而言，其重量不得超过２０公斤。从业务量来看，

海关邮政早期的收寄量也十分有限，１８９２年重庆寄信局收交的函件总量仅为１８．４３万件，转

口３万件；１８９３年收寄总量为１９．４４万件，转口３．４万件；１８９４年，收寄件总量为２２．４４万件，

转口４．３万件，收寄总量与转口额的年平均增长幅度分别为６．７８％和１２．７４％。交寄与转口

的邮件总额虽有逐年递增之趋势，然而相较于同时期的东中部邮政单位，则明显落后。１８９２

年和１８９４年重庆寄信局交寄与转口的邮件总额，仅分别为同时期武昌寄信局的６．３％和

８．２％，上海寄信局的０．８％和１．１％。这一时期，邮政业务的对象主要针对外事机构的公文寄

递和外国在华人员的信件包裹寄递，故当时外文信件占据绝大部分比例，部分邮所甚至明确

规定拒收华文信件。以１８９３年为例，该年由重庆寄信局发出的邮件比例来看，海关系统内部

的公文信件占总发寄量的５７．４％，其余外事机构的信件寄递占３５．４％，重庆本地的涉外信件

寄递占５．２％，重庆转发涉外信件占２％，由此可见初创的重庆邮政还并非开放式的社会邮政，

而更类似海关内部及外国在华团体的信息传递机构［１３］。

１８９２年，海关邮政开始了最初的分支体系建设，并致力于将管理机构与业务机构分

开，时由海关兼办的重庆邮政在机构建设方面采用英国通用的《帝国邮务规章》，由海关

下属的邮政司充当邮务管理机构，负责邮务系统运转的整体协调，组织邮件运输，协调

各类机构的工作［１４］。届时，寄信局（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Ｂｕｒｅａｕ）成为海关驻地设立区域内的中心

业务机构，在职能开展和业务量方面均属于最高层级；其下又设立邮所（ＴｈｅＰｏｓｔＨｏｕｓｅ）

作为业务分支机构，此类机构在职能开展和业务量方面均少于寄信局，属于业务机构的

亚层级；此外，围绕邮务线路设立负责邮件转运的辅助机构，称之为邮站（ＰｏｓｔＳｔａｔｉｏｎ），

该机构并不接受邮件，而仅仅负责协助邮件运输或短期存放［１３］。

清光绪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１８９７年２月２０日）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以北京总税务

司署为邮政管理机关，隶属于总理衙门。根据《大清邮政开办章程》规定，“将京都、天

津、牛庄、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

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蒙自、龙州等处所设立的寄信局，统改为邮政局”［１５］。重庆

海关寄信局同时改为大清邮政官局，这是四川第一个官办正式邮局，仍由重庆海关税务

司管理。大清邮政重庆管局不仅执川省邮政之牛耳，且辐射西南大区，在全国性的邮政

９８第４期 曾潍嘉：清末四川邮政空间布局研究（１８９１—１９１１）



空间布局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此界之总局为通国西境之要冲”［１６］。

建邮以来，四川邮政进入了职能拓展的集中期。自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始，邮局的收寄业务已

由过去单纯的信件和包裹扩展为包括明信片、新闻纸、贸易册、印刷物在内的综合性函件。在光

绪二十四年又增加邮政小额汇兑、代卖主收价包裹、首次印发明信片等项目，并按照不同的处理

手续设有平常函件、挂号函件、回执（即双挂号）和存局候领业务，以供用户选择，由是可以看出大

清邮政创设之初，其业务类别和业务群体均较海关兼办时期有所拓展，其发展向着近代综合性邮

务迈进了一大步［１６］。时信函及明信片属于国家邮政专营业务，一般不准火车、轮船带寄，但由于

国家邮政机构设置尚未普及，加之布局多集中于沿江通商口岸区域（后将详论），清廷方准许川内

邮件由民信局“帮同代递”寄往通商口岸以外的内地邮件［１５］。光绪三十一年，省内增办新闻纸、

挂号和立卷业务；宣统元年，成渝两地再开快信业务，职能扩展十分迅速［１６］。

二、邮政机构布局

（一）海关邮政时期

从近年对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中保存的晚清海关档案的解读中，我们发现，至１８９２

年四川的邮务机构便已经开始在四川东部川江沿岸地带有所分布，当时重庆海关邮务

司统属的寄信局有重庆府一处，下属的邮所和邮站在巴县沿江往东，包括忠州、夔州的

地带有所分布，从光绪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四川省内的邮务机构概况表中，我们可

以一窥当时邮务机构的空间排布，见表１。

表１　１８９１—１８９５年四川省内海关邮务机构设置概况表［１７］

年代 寄信局 邮所 邮站

１８９１ 重庆

１８９２ 重庆 万县、奉节 木洞镇、万圣场、西界沱、韍溪塘、小舟溪、盘沱塘、安平驿、清石洞

１８９３ 重庆 涪州、万县、奉节
木洞镇、扇沱场、立石场、万圣场、两汇口、西界沱、韍溪塘、白合
子、磐沱塘、安坪驿、涪石水塘

１８９４ 重庆 涪州、万县、奉节
木洞镇、凤来场、万圣场、合甘井、西界沱、武陵场、韍溪塘、高粱
铺、小舟溪、盘沱塘、安坪驿、清石洞

１８９５ 重庆 涪州、万县、奉节
木洞镇、凤来场、万圣场、合甘井、西界沱、武陵场、韍溪塘、磐龙
石、高粱铺、白合子、小江镇、盘沱塘、安坪驿、羊家渡、清石洞

从该表中所呈现的邮务机构的设置情况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邮务机构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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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沿长江延展的特征十分明显，寄信局与邮所均设置于沿江重要的航运城市，邮站则选

定于重要的沿江集镇。

在１８９２年扩展之初，四川省内有寄信局１处、邮所２处，邮站８处。从空间布局的情

况来看，寄信局所在的重庆府并非邮务机构分布的集中地域，府境内仅有木洞镇１处邮站

与府治内的１处寄信局。邮务机构的主体较为明显地集中于夔州府境内，包括了万县和

奉节２处邮所，以及５处邮站，其总额占川内邮务机构的６３．６３％。以忠州境内的西界沱

为界，以东地区，由青石洞至韍渡塘间的水路里程为实测３７９华里，邮务机构间的最长间距

为青石洞至奉节的实测９８．５华里，最近间距为奉节至安坪间的实测４４华里，府境内所设

邮务机构间的平均水路里程为实测６３．１６华里。西界沱以西，由西界沱至重庆府的水路里

程实测华里数为４８６．８，邮务机构间最长间距为木洞镇至万圣场的２４６华里，最短距为木洞

至重庆府间的５５．３华里，差值远大于西界沱以东邮务机构的分布，邮务机构间的平均水路里

程为１６２．２６华里［１８］。因此，从各邮务机构之间的间距来看，以忠州的西界沱邮站为界，以东

地区间距较短，邮务机构间的间距相比于以西地区更显均衡。以西地区间距较长，机构间距

之间的差值及与平均值之间落差较大。这一趋势与当时海关邮务司对于川东邮务的整体构

想相契合，在１８９２年好博逊呈送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便指出，“重庆乃商贸繁盛之所，该区

邮务之进步，意义非凡，眼下当务之实，乃衔接渝万以促其东出通达之势”［１１］。其中所指“衔

接渝万”便表明其前期的机构铺排中心在重庆至万县之间，“促其东出通达之势”则道出了促

进重庆往东至宜昌一线邮务建设为当时川省邮政建设的核心所在。

（二）大清邮政时期

在大清邮政正式创办之后，新设立的重庆大清邮政官局除对已有邮务机构进行名称变更

之外，在机构的体系和空间布局方面也进行了重新铺排，而这一变革在四川却经历了较长的

时间。海关总税务司在大清邮政开办的同年便颁布了《大清邮政章程》，其间规定在各总局之

下，设立了分局或支局，并在其下再设代办所和信柜，以替代之前海关在各地所设立的邮所和

邮站［１７］。但从机构演变的时序来看，四川的邮政机构变革实践却滞后于中央的文本设计，在

重庆邮政官局建立之初，即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六年间，全川境内没有设立总局以下的

分支机构，对已有的邮所和邮站亦未进行整合。到光绪二十七年，也仅将原有的涪州、万县、

奉节三处邮所改为支局，下属的各邮站仍旧照过去惯例运转，连名称亦未见更改［１７］。邮务机

构的改制和新一轮扩展发生在光绪三十年，是年邮政代办机构在川内开始全面推广，在大量

覆盖县级治所的基础上，不断辐射乡镇。光绪三十年，四川全省的邮务机构数量激增至１００

处，其中总局１处，支局３处，代办所８３处，较之海关寄信局时期增加一倍以上，在分布的地域

空间上不仅覆盖了过去邮所和邮站所设置的地域，且重庆以西有了较大的拓展。至宣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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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内由重庆总局所统辖的邮务机构总数已经达到３０７所，其中副总局２所，支局３７

所，代办所２６７所，整体网络覆盖已趋于完善［１０］。

依靠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由当时海关总署统计督察部门制作的１９１０年版《中

华帝国邮政指南》一书中对于四川省内各邮务机构的详尽表列，可以较为完整地复原当

时邮政机构空间布局。机构表中将邮务机构大体区分为四个层级，即总局、副总局、内

陆办公处以及代办所，其余职能机构均被囊括其内［１７］。通过该书记载，我们可将１９１０

年四川省内通邮局所的空间布局复原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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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１０年四川邮务机构分布图

从图中所呈现的空间信息来看，在府一级的行政单元中，当时重庆府境内的邮务机构

总数为全川之最，达到３９处，多出成都府２处；各府州邮务机构总数为３０２处，设置的平均

数约为１２处，各单位与平均值间差值各异，分布并不均匀，接近平均数值在上下两个之间

浮动的为雅州府（１１）、泸州（１０）、绥定府（１４）、绵州（１３）、潼川府（１２）、顺庆府（１１），差值

最大的为重庆府，高出平均值１７处，低于平均最大值者为杂谷厅和懋功厅，两处均未通邮，

基值为０。１０处以下的府州共计１３处，１０处以上者为１２处，大致相当。再结合以府州一

级行政单元为界划的省内地域方位分区，各层邮务机构数量如表２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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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川省内各地域邮务机构数量表

地区名称 总局 内陆办公处 代办所

川西北地区

松潘厅 ０ ０ １
杂谷厅 ０ ０ ０
懋功厅 ０ ０ ０
茂州 ０ ０ ３
龙安府 ０ １ ７
总计 ０ １ １１

川西地区

雅州府 ０ １ １０
邛州府 ０ ０ ４
总计 ０ １ １４

川西南地区

宁远府 ０ １ ６
总计 ０ １ ６

川南地区

叙州府 ０ ４ １７
叙永厅 ０ １ ２
泸州 ０ １ ９
总计 ０ ６ ２８

川北地区

保宁府 ０ ２ １８
绥定府 ０ １ １３
总计 ０ ３ ３１

川东地区

夔州府 １ ３ ２１
石柱厅 ０ ０ １
忠州 ０ １ ８
酉阳州 ０ ０ ６
重庆府 １ ４ ３４
总计 ２ ８ ７０

川中地区

成都府 １ ２ ３４
眉州 ０ ０ ８
绵州 ０ ２ １１
潼川府 ０ ３ ９
顺庆府 ０ ２ ９
嘉定府 ０ １ １７
资州 ０ ２ １９
总计 １ １２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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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邮务机构数量最多的地域为四川中部，其次为川东地区，

再次为川北、川南，川西北和川西南地区分布较为稀少。从分布的密集程度来看，川中

地区和川东地区处于优势地位，其次为川南、川北，川西北、川西和川西南地区较为稀

疏。在１９１０年，四川省内的邮务机构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空间分布，整体基数亦达到了

一定的规模。较为明显的集中区域有４个，即川东沿长江船运线路分布的集中区域，重

庆以西至成都沿东大路和沱江延伸的集中带，成都平原地区及往南沿岷江沿岸分布的

集中地区，川南叙州府周边的集中地段。在出现集中地域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一时期

依旧存在着大量邮政机构未及延伸的空白区域及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如面积广阔的

康藏地区、川西北草原地带、川西南梁山地区、川南叙永地区及渝东南地区。除此之外，

四川中部的潼川府、顺庆府及北部的保宁府，在邮务机构的分布上亦显稀疏。由此我们

可以将四川省内各区以邮务发展的程度进行大致分阶，发达地区包括成都府、绵州、眉

州、嘉定府、资州、重庆府和夔州府；次发达地区包括叙州府、泸州、忠州、保宁府、绥定

府、龙安府、潼川府、顺庆府；欠发达地区包括石柱厅、酉阳州、叙永厅、宁远府、茂州、雅

州；落后地区包括松潘厅、杂谷厅和懋功厅。

三、邮政线路布局

（一）海关邮政时期

重庆海关所属的邮务机构业已大体构建了一条分段式串联川东沿江各州县的邮

路，虽无邮路的正式称谓，运输手段亦未得划一，但究其效用，已可称四川省内邮路之

先河。在海关办邮之前，民信局已在川东地区有了较为完备的水上递信线路。在道光

二年（１８２２年）即有胡万昌所创办胡万昌信局，运营由重庆往东经万县、夔州以至宜昌

的水上线路［１９］。与民信局单纯的水路运转不同，当时重庆海关邮务机构寄运邮件的

主要手段包含了邮差邮路和船舶邮路两类，从其线路观之，二者却非并行而为，而处于

一种相互交织，彼此协调的状态，具有水陆联运的意味。在２０世纪之初，川江轮运航

线开辟之前，由重庆经万县至宜昌的水运线路并不成体系，由于“川江滩险，行船不

易”而被割裂为“数线之水道”［１９］。当时的水路邮线分为两段：第一段为由重庆出发，

经长寿、涪陵，至丰都以东万圣场起岸；第二段为由石柱西界沱出发，经过万县、云阳，

至奉节起岸［１９］。陆路邮线则被分割至忠州和夔州境内，主要凭借清代业已开通的官

道和驿道，亦可分为两段，第一段为丰都万圣场往东，经过大平场进入忠州境内，再往

东北经两汇口、白石铺，过忠县至合甘井，到石柱西界沱；第二段，由奉节起岸，往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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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麻子铺，至巫山。从此线路的实际考量，水陆并用的邮线较之单纯水路更具连贯性，

有效利用陆上官道，避开了四川境内的川江险滩。因此利用该线所开展的邮务活动，

在效率上优于信局，由重庆发至万县和夔州两处的月频次均达到１２次，超出信局１

倍，日程２～３日，由重庆发至宜昌的月频次也达到８次，日程３～４日，较之信局所用

５～６日有所缩短［１９］。

（二）大清邮政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重庆总局将过去海关在重庆至宜昌间构建的水陆联合式的邮

路进行拆分，从而形成旱班和水递两条并行线路，并以邮件性质区分水陆效用。宜昌

至重庆旱班（步班）邮路全长９０５公里，自宜昌始，沿长江北岸经归州（今湖北秭归）、

西洋口（巴东属）、巫山、夔府（今奉节）、云阳、万县、黄土坎（梁山属）、郭兰桥（长寿

属）抵达重庆，主要运递信件等轻件。水递邮路自重庆沿长江而下，经郭兰桥、万县、

夔府、西洋口抵宜昌，全程９４０公里，主要运送包裹等重件。在此基础上，大清邮政总

局将已有的万县邮局升格为副总局，并计划对由宜昌往西的邮件进行线路分划［２０］。

在此背景下，自重庆西向的邮路开始成为该时期建设的重点。自光绪二十八年始，邮

政总局规定，各邮区间的邮路建设的重点在于“以通商各埠为中心点，出发通过最重

要各地，创立各总局及各省会之直线邮路，再与诸邮路联络，遍于府县各城”，并且将

“各开关地方引入于邮务交通之境”［２１］。在成都设立邮政副总局后，光绪二十八年组

设成渝邮路，邮路开始向内部扩展，该线全程４５０公里，采取逐日运邮的组织方式。至

光绪三十一年，重庆总局开始对宜渝之间的旱班邮路再作调整，先是将邮路分为快慢

两班并时运行，以送递的邮件进行区分，快班运送信函，程期不变；慢班送递新闻纸及

特别资费的包裹，程期改为１７天［１０］。光绪三十四年，万县至重庆的陆路邮班改为昼

夜兼程班，以提高速率［１０］。

在调整旱班邮路的同时，邮政当局对于水班邮路的改进也值得我们注意。自光绪

三十一年开始，宜渝之间的水道邮路所使用的帆船形制开始实施，其中包括货仓载重

量，隔舱设计和满载吃水深度等多项技术指标，完善后开始对其进行推广应用，由于涉

及该段水路的当地文献散佚，具体指数已难于考证。另外，不同于之前以邮划为主要水

邮运送载具时期的随意性，邮局开始对邮船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登记，并定期维护［２２］。

由于采用分段转运的运送方式，邮船泊地需向临近邮务机构说明，以便于邮运实施者的

调配工作或在突发情况之时予以替代，从而保障水路邮运的顺利开展［２２］。宣统元年，川

江轮船公司“蜀通”号轮船由宜昌首航重庆成功，为以后的邮件轮运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为发挥水运邮路的最大效力，重庆邮局在次年即开辟了四川的第二条水递邮路，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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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５只为主要运力，辅以邮划２０条，经营由合川溯涪江至遂宁的邮路，全程计长２６０

公里，而后与旱路邮班相接，转运成都［１０］。至光绪三十四年，四川新开辟的邮路如表３

所示。

表３　光绪三十四年四川新开辟邮路概况表［１７］

性质 开通时间 线路 备注

旱班邮路 光绪二十八年

重庆—璧山—永川—荣昌—

隆昌—内江—资阳—简阳—

成都

全程 ４５０多公里，逐日运邮，１０
日可达

旱班邮路 光绪三十年
成都—新津—蒲江—名山—

雅安—荥经—打箭炉

全程３０９公里，逐日昼夜兼程运
送，４日１３小时可到达

水班邮路 光绪三十年
重庆—江津—合江—纳溪—

江安—宜宾

全长 ３８４公里，逐日班，木船转
运，１１日２２小时可达

旱班邮路 光绪三十一年
万县—新宁—渠县—南充—

西充—射洪—成都

该线开班后，从宜昌发运成都的

邮件邮程缩短，且减轻宜渝、成渝

线负担，逐步成为沟通川西与省

外邮运的主干邮路

水班邮路 光绪三十一年
泸县—富顺—内江—资中—

资阳—简阳

全长４０６公里，逐日班，木船转运
１４日１４小时可达

水班邮路 光绪三十二年
宜宾—犍为—乐山—夹江—

射洪—雅安

全长５２８公里，隔三日一班，木船
转运，２２日１５小时可达

旱班邮路 光绪三十三年
重庆—綦江—桐梓—遵义—

息烽—修文—贵阳
昼夜兼程快班，１１２小时可达

水班邮路 光绪三十三年 重庆—合川—遂宁
隔日班，木船分段转运，１０日１３
小时可达

旱班邮路 光绪三十四年
永宁（叙永）—普市—赤水—

层台—毕节
七日班

至宣统二年，伴随着邮务机构的快速扩张，邮路呈现出明显的干支体系，并显现出

发散扩张的态势。依靠１９１０年版的《中华帝国邮政指南》中对于这一时期邮路的描述，

其运输载体可分为旱班邮路和水班邮路两类，旱班邮路亦可称为步班邮路，即依靠邮差

徒步运送，步班昼夜兼程的每日步程为４５英里，约合７０公里，平均载运邮件重量为６０

磅，约合２７．２１千克［１７］。就今天的眼光来看，每小时需行进３公里方可达标，可谓十分

繁重。除按载具分类外，当时的邮路还可按组织形式进行划分，即逐日昼夜兼程快班、

间日昼夜兼程班、逐日白班、隔日白班、三日白班５类，步班邮员多分两班交替，部分地段

分３班。现将宣统二年川内邮路干线表列于下，见表４、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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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９１０年四川省邮路旱班邮路干线概况表［１７］［２３］

线路 备注

重庆副总局—白市驿代办所—走马镇代办所—来凤驿代办所—大安场代

办所—永川内陆办公处—石盘铺（东）代办所—石盘铺代办所—峰高铺

代办所—荣昌县内陆办公处—烧酒坊代办所—隆昌县内陆办公处—双凤

镇代办所—蓈木镇代办所—内江内陆办公处—周礼场代办所—银山镇代
办所—史家街代办所—资州内陆办公处—球溪河代办所—南津驿代办

所—资阳代办所—临江寺代办所—新市镇（西）代办所—简州代办所—

石桥镇代办所—龙泉寺代办所—大面铺代办所—成都总局

全程 ４５０多公里，昼
夜兼程 快 班，６日
运达

成都总局—大面铺代办所—簇桥代办所—黄水河代办所—双流代办所—

花桥子代办所—新津代办所—蒲江县代办所—镇子场代办所—百丈场代

办所—名山代办所—芦山县代办所—天全州代办所—泸定桥代办所—打

箭炉代办所

全程 ２９８公里，昼夜
兼程快 班，３日 可
到达

成都总局—犀浦代办所—泰兴镇代办所—新都代办所—汉州代办所—小

汉镇代办所—德阳代办所—罗江县代办所—绵州内陆办公处—魏城代办

所—梓潼县代办所—武连驿代办所—剑门关代办所—剑州代办州—昭化

县代办所—广元内陆办公处而出省界至汉中

５７８公里，昼夜兼程
快班，７日可达

万县副总局—铁索桥代办所—临江市代办所—南丫场代办所—新宁县代

办所—长溪河代办所—绥定府内陆办公处—三汇镇代办所—肖家溪代办

所—渠县代办所—新市镇（东）代办所—顺庆府代办所—西充县代办

所—太和镇内陆办公处—射洪县代办所—程家场代办所—淮州代办所—

唐家寺代办所—成都总局

全程 ３６５公里，昼夜
兼程快班，４日可达

重庆副总局—界石代办所—綦江内陆办公处后出省界经桐梓、遵义、息

烽、修文而至贵阳

全程 ４７１公里，昼夜
兼程快班，６日可达

成都总局—籍田铺代办所—青龙场代办所—观音镇代办所—彭山县代办

所—太和镇代办所—眉州代办所—刘家场代办所—牟子场代办所—嘉定

府代办所—牛华镇代办所—竹根滩代办所—磨子场代办所—犍为代办所

全程 ２２５公里，昼夜
兼程快班，３日可达

重庆副总局—跳蹬坝代办所—江津代办所—白沙代办所—朱家沱代办

所—合江县内陆办公处—兆雅镇代办所—蓝田坝代办所—泸州代办所—

纳溪代办所—南溪（北）代办所—南溪代办所—叙州府内陆办公处

全程 ２４０公里，昼夜
兼程快班，３日可达

重庆副总局—唐家沱代办所—木洞镇代办所—洛碛镇代办所—长寿县代

办所—李渡代办所—涪州代办所—丰都县代办所—高家镇代办所—忠州

代办所—西界沱代办所—石宝寨代办所—韍渡代办所—磨刀溪代办所—
万县副总局—南门场代办所—长滩井代办所—小江代办所—古林沱代办

所—夔州府内陆办公处—庙宇漕代办所—巫山县内陆办公处往东而出

省界

３８５公里，昼夜兼程
快班，４日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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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９１０年四川省邮路水班邮路干线概况表［１７］［２３－２４］

线路 备注

重庆—江津—合江—纳溪—江安—宜宾 全长３８４公里，逐日班，木船转运，１１日２２小时可达

泸县—富顺—内江—资中—资阳—简阳 全长４０６公里，逐日班，木船转运１４日１４小时可达

宜宾—犍为—乐山—夹江—射洪—雅安 全长５２８公里，隔３日１班，木船转运，２２日１５小时可达

重庆—合川—遂宁 隔日班，木船分段转运，１０日１３小时可达

通过《中华帝国邮政指南》对于通邮局所的表列以及《大清邮政舆图》的描绘，我们

可以对该时期的邮路进行较为完整的复原（如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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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１０年四川邮路分布概况表

从复原后的宣统二年邮路体系来看，干支体系的极端分明是其较为突出的特征，东

西向延伸的邮路干线呈现出一种单线延伸并串联途经邮务局所的布局形态。全省各区

内的干线邮路相对孤立，以干线组成的回路仅有由万县—成都、成都—重庆、重庆—万

县，横跨了四川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加之由万县往东至宜昌和成都往西南至打箭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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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干线，构成了四川省内邮路干线的核心框架。附着于该框架之上的还有：自成都往

北出川至汉中的逐日昼夜兼程快班、由重庆往南出省界至贵阳的逐日昼夜兼程快班、由

重庆往西南至宜宾的逐日昼夜兼程快班、由成都往南至犍为的逐日昼夜兼程快班。从

省际邮路的连接来看，此时四川已经在完善自身的干线系统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东至湖

北、北出陕西、南达贵州的跨省邮路通道。

从这一时期的邮路支线的组织情形来看，在四川东部、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多

以间日白班邮路为主，而川北、川西和西南部定远府则主要以３日白班作为组织形式，当

时四川省内的间日白班邮路已经达到４２条，３日白班邮路１７条。再从当时邮路支线的

延伸情况来看，其效用多重于对局所的辐射。当时四川省内沟通邮路干线的支线邮路

仅有两条，一为由射洪县往北，经潼川府内陆办公处、葫芦溪代办所、丰谷井代办所至绵

州内陆办公处的支线，其沟通了万县至成都和成都往北出省界至汉中的邮路干线；另外

一条则为由遂宁内陆办公处往北至太和镇内陆办公处的间日白班邮路，其结合由重庆

往北经合州内陆办公处至遂宁内陆办公处的间日水班邮路，从而在万县至重庆、重庆至

成都和万县至成都的干线邮路之间形成连通。除此之外的邮路支线则主要以局所辐射

作为主要目的，其中较为明显的有由忠州往南经石柱而辐射今天渝东南地区的邮路，从

该线邮路分支中的端点黔江、秀山来看，并不存在与外省对接的邮路延伸，因此其构建

之目的应主要在于将渝东南地区的邮务纳入万县至重庆邮路干线的体系之内。另外我

们发现，在该邮路干线的回路之内，由万县往西经分水场代办所、梁山内陆办公处、屏锦

铺代办所、袁坝驿代办所至垫江县代办所，由渠县往南经大竹代办所至庙坝场代办所，

由合川内陆办公处往东北至广安内陆办公处后发散至石笋河代办所、长岭岗代办所、岳

池县代办所，这三大分支结构之间，其直线距离已经十分接近，且相互之间亦有交通线

路沟通，但并未进一步组织邮路，呈现出相对孤立的态势。另如由犍为往东经么姑滩代

办所至荣县内陆办公处的支线和由内江内陆办公处往西，经凌家场、白马庙、威远县３处

代办所至长山桥代办所的支线，两路之间由荣县至长山桥的距离也十分接近，却并未组

织邮路沟通，从而使得成都往南至犍为和成都至重庆的两大陆路干线邮路之间的支线

处于孤立的态势。

从这一时期邮务中心节点周边的邮路延伸和汇集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分支结构在这

一时期被大量应用，即以多点汇集与核心发散为主要模式构建邮务节点周边的干支体系。

比较当时四川省内的三大邮务中心万县、重庆和成都周边的邮路交织情况，汇集于万县的

干线邮路共有４条，其中陆路３条、水路１条，支线邮路１条；汇集于重庆的干线邮路共计５

条，陆路４条、水路１条，支线４条，陆路３条、水路１条；汇集于成都的干线邮路共计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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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陆路，支线２条。由此可以看出，汇集于重庆的邮路数量最多，且形式最为丰富。从

汇集于中心邮务节点的支线来看，可分为长程线和短程线两类，长程线往往延伸至邻县治

所的邮务机构，甚至跨越府界延伸，如重庆副总局往西，经璧山代办所、大足代办所、铜鼓

堡代办所而至内江内陆办公处的间日白班支线，其跨越了６个县，接通重庆府与资州府；

川北由仪陇县往东，经恩阳河代办所、巴州代办所、通江代办所、太平厅代办所、鱼泉代办

所至城口代办所的邮路亦然，跨越了５个县，接通保宁府和绥定府；嘉定府内由嘉定府代

办所往东经马踏井、三江镇、井研县、仁寿县四处代办所而至富家坝的间日白班邮路支线，

跨越了４个县，贯通嘉定府和资州。短程的支线往往贯穿中心治所周边的场镇，如江北县

内由重庆副总局往东北，经土沱、梅溪两处代办所至麻柳沱的间日白班邮路支线，富顺内

陆办公处往西南经邓井关代办所至中和场代办所的间日白班邮路支线，资州内陆办公处

往南经观音滩代办所至罗泉井代办所的间日白班邮路支线。

四、结语

清末海关邮政在四川初构之时，面临的是制度建设十分完备的邮驿和在空间上广泛

延展的民信局所联合织就的一张官民分立的地区信息传输网络，其本身处于劣势地位。

建制之初，其业务范围和对象十分狭窄，所能应用的各类资源窘迫，因而对于地区的影响

力颇为有限。然而处于襁褓期的四川邮务通过照搬英国邮政的既定章程，完善着自身的

制度，并在有限的分支之外，通过整合与利用民信局既有的寄递网络资源，实现了业务空

间的实际扩展。通过复原这一时期的邮政版图我们发现，在海关兼办邮政时期，邮政直属

分支与核心邮路集中于沿宜昌—重庆延伸的川江河段，而西向辐射全省的业务分支则主

要依靠民间信局完成，所设置机构已延伸至沿江具有突出交通地位的乡镇，邮路采用水陆

并用分段分时的运作方式。因此四川邮政的空间在初创之际，为重庆以东沿长江分布的

西北东南向带状分布。就全国而言，川东成为当时长江流域东西延展的邮路通道的西部

端点；就四川来看，川东地区的邮政事务则成为全省邮务东出的起始点与贯通东部省份的

重要走廊。在大清邮政创办之后，四川邮政体系所覆盖的空间已大为扩展，由之前川东地

区沿江带状版图向西沿成渝间大路延展，从而形成了沱江流域和岷江流域两大新兴的邮

政集中地段。自东往西，以重庆为支撑点，构成了环绕四川中部地区的新月形邮政集中地

带，由此可见西向拓展成为这一时期邮政空间发展的重点。发散式的邮务点布局则被应

用于四川中部、南部，而在西康省则主要采取单一的线性延展布局。我们发现，这一时期

四川邮务的核心地带由东部沿江往西经重庆转接成渝大路，由此发散出的邮务机构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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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各式分支邮路汇集于此，这种干线拓展与支线辐射的邮政扩展方式，形成了宣统年间四

川邮政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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