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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代中国邮政按照英美邮政体系建立起来后，通过国家权力裁撤

了驿站、民信局和客邮，实现了邮权的独立与统一，又通过邮政网点和邮票等

方式扩大和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知，为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

最广泛的联系网络和最便捷的交往通道，把民众的邮政需求纳入国家认同的

集体行动逻辑。 近代中国邮政在生产国家符号的同时，自身也变成国家符号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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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被迫打开国门以后，近代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由家族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型。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近代中国邮政作为国家通信基础设施和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最为

紧密的公共服务机构，不仅为国民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最广泛的联系网络

和最便捷的交往通道，而且深深参与了国家符号的生产。 它既通过国家权力裁撤传统

的驿站、民信局和外来的客邮，实现邮权的独立和统一，又通过邮政网点和邮票等方式

扩大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空间，将民众的邮政需求纳入国家认同的集体

行动逻辑。 近代中国邮政在生产国家符号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国家符号之一。

所谓国家符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国家是一种自在的符号，即国家存在的符号化。

自从民族国家诞生后，国家是世界各民族存在的主要单位与形式，成为“永恒的民族的模

仿者” ［１］３１３，因此国家自身就是民族生存必须构建、强化和信仰的符号，对国家符号的生产



即是对国家符号的构建、强化与信仰的活动。 另一方面，国家是一种自为的符号，即国家

形象的符号化。 象征一国政治特色、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国旗、国歌、国徽，具有一国本

土特色的建筑、服饰、自然风光，代表国家权力和意志的军队、警察、国营企业，等等，都属

于自为的国家符号。 近代中国邮政作为国营企业，其与国家符号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不

被研究者所重视，以致影响了人们对邮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作贡献的认识。

一、近代中国邮政代表国家走近代化道路的意志

近代中国开关之前，邮递系统有驿站和民信局。 驿站是中国古老的邮递系统，自周

秦开始，一直用于官方的信息传递，至清末时已积弊丛生，腐败不堪，效率低下。 民信局

是民间的通信组织，弥补了驿站不通民信的不足，开办时间可追溯到明朝，到了近代虽

然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规模小、组织分散、竞争无序、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 在轮

船、铁路等近代交通工具出现后，这两大传统邮递系统还使用人力和畜力作为主要寄递

力量，经营原始、生产落后、效益低下，成为邮递系统近代化的阻力。
近代中国邮政基本是按照英美邮政体系建立起来的新的邮递系统，属于近代资本

主义代表性元素。 它既通官书，又通民信，兼备驿站与民信局的功能，还拥有驿站和民

信局不具有的优势，即交通工具的发达和管理制度的先进。 近代中国邮政尽管诞生时

间晚，成立于 １８９６ 年，然而由于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成长十分迅速，到驿站被决定关闭的

１９１２ 年，短短 １６ 年时间，邮政网点发展到 ６ ８１６ 处，邮路里程达 ３９．９ 万华里［２］３８０，４２７，初
步构成了遍及全国各省的邮政网络。 到民信局被取缔的 １９３４ 年，邮政网点扩展到

４６ ５６７处，邮政里程达 １００ 万华里左右［３］２９１－２９２。
近代中国邮政对驿站和民信局的取代，经历了一个反复较量的过程，代表了走近代

化道路的国家意志的胜利。 裁撤驿站的动议，自清朝同治年间开始，许多有识之士，如
冯桂芬、郑观应揭露其弊端，力陈裁驿置邮的必要性，然而清政府始终左顾右盼，不敢痛

下决心。 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就宣告将驿站裁撤，两年后在中国存在三千年的驿站制度

寿终正寝，这反映了新生的民族国家与旧时代的家族王朝走近代化道路的意志的不同。
民国政府对民信局的取缔虽然遭到多次激烈的反抗，但到 １９３４ 年各地民信局被勒令一

律停业，这更能反映出国家意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说近代中国邮政对驿站和民信局的取代是国家意志对邮递系统的刚性治理的

话，那么近代中国邮政被中国民众接受则是新式邮递系统代表的国家意志在民间的柔

性渗透。 邮递系统传递的不仅仅是邮件，还有附着在邮件上的邮递方式及邮递方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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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的思想与观念。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强
调媒介形式革命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认为只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

率和感知模式”，人们就会“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接受技术的影响［４］４６。 和驿站与民

信局陈旧的邮递方式相比，近代中国邮政利用轮船、火车、飞机等工业革命条件下的交

通工具，通信风雨无阻，到达准时，向国人展示出技术的魅力与邮政的权力。 国人也通

过使用这些先进工具进而认识到其背后的世界，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关于国家主权、民族

利益、科学技术等近代文明的意识形态，变成提倡和支持近代文明的力量。
１８７６ 年清政府官员李圭作为参加费城世博会唯一的中国代表，到华盛顿参观邮政局，

在看到西方新式邮政的设施设备、业务运行和经营管理后，明确意识到“邮政为政治大

端”，能够“裕国便民”，进而主张向西方学习，建立近代国家邮政体系［５］５０－５１。 李圭的事例

典型地反映了近代邮政对国人的影响，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自身变成我们观察的东

西” ［４］４７。 近代邮政建立后，很快得到国人的信赖。 １９０１ 年，人们购买商品需要邮寄时，对
新旧邮递系统的态度泾渭分明，“远方寄购请交邮政局，速而且妥，包无假冒之弊”，民信局

“则不可靠”，“慎之切切” ［６］。 近代邮政代表了走近代化的国家意志，并在中国近代化征程

中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因此，在驿站和民信局被裁撤后，国内民情波澜不惊。

二、近代中国邮政象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近代中国邮权既不统一，又不独立。 鸦片战争后，经济往来频繁，来华外国人增多，
催生了列强在华建立邮局的需求。 英国率先于 １８４２ 年在五口通商城市开办邮局，随后

法、美、日、德、俄也相继在中国各地设立邮局，而这些邮局一般被称为“客邮”。
国与国之间互通邮件，属于正常行为，但一国在另一国开设邮局，“即与在他人之地

建造炮台、派兵驻守，开征税项等蔑理之事无异” ［７］１００，客邮在本质上属于侵犯中国主权

的外来邮递组织。 因有客邮存在，列强出于保护其利益的目的而要求中国在本土开设

邮局需得到其同意，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如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中日《胶州湾租借地及

胶州湾铁路间邮电事务之处理办法》规定，中国同意日本在济南和潍县胶济铁路车站区

域内开设邮便局各一所，“日本国承认，中国在青岛继续开设邮务局、电报局各一

所” ［８］１２５８。 客邮不仅侵犯中国主权，而且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母国的邮政章程、贴用母国

的邮票、收揽中国人的国内信件和包裹业务，甚至还有走私贩毒等不法行为，极大地伤

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此外，客邮使用母国的邮袋装运邮件，不受中国海关和邮政的检

查，这也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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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开办客邮的一个主要借口是中国没有近代邮政。 对中国政府而言，欲收

回邮权，创办国家邮政是当务之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邮政是作为客邮的替

代物出现的。 然而，近代中国邮政创办时，客邮只有 ２５ 家，之后近 １０ 年时间却增至 ６５
家，至一战结束的 １９１８ 年竟达 ３４４ 家［９］１７。 客邮在近代中国邮政创办后数量不降反升，
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和中国收回邮权的艰难。

与驿站、民信局相比较，客邮代表了当时先进的邮政体系，①且受特权保护。 为了撤

掉客邮，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晚清政府采取了铁路不准带运客邮邮件、降低境

内资费等措施，但“大多不起作用” ［９］３３，后来北洋政府意识到“诚以裁撤一举属诸外交，
即应归于外交政策之内” ［１０］，于是通过外交手段，试图依靠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国际法准

则来达到目的。 １９１９ 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陈述裁撤外国邮局的理由为“援各独立

国之通例，国内不应有他国邮政机关” ［１１］１３１。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中国外交部在致美英法日

四国公使的照会中提出，邮政为“主权所在”，世界各国在其领土内“均不容他国代庖”，
“此固各国之通例”，要求撤去在华邮局［１２］。 在 １９２１ 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

表再次强调客邮“侵害中国主权”，美国代表也承认无论中国如何“姑容”，客邮“究系侵

害主权”，同意撤去［１１］３６９。
客邮撤销后，近代中国邮政得到快速发展。 １９２３ 年，即中国收回邮政主权后的第一

年，上海一地收寄邮件数量较上年增加 ２ ４００ 万件［１３］４９，此后中国邮政高速发展，１０ 年后

收寄件达到 ７．３９ 亿件，比 １９２２ 年多出 ３．１３ 亿件［３］２９５。 平均每年 ３ 千多万件的增长速

度，得益于邮权独立对邮政事业发展的保护与促进作用。 有研究认为客邮撤销对近代

中国邮政发展的影响“至深且巨” ［１４］１７。 邮政主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完整收回的国

家权益，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统一的伟大斗争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近代中国邮政对国家符号的生产

近代邮政的创办标志着中国通信事业近代化的开始。 邮政不同于驿站和民信局：
驿站不能通达到民间，邮政则服务全体人民；相对于民信局的唯利是图，只要民生需要，
无论地理位置是否偏远，邮政都将其列入开拓计划。 是以近代中国邮政的创办，对国家

符号的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近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救国，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危机，国人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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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险” ［１５］５１３，５２９。 近代中国邮政创立于 １８９６ 年，这与甲午战争失

败不无关系。 不论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将邮政视为“富国之法”的六种之一［１６］１２６，
还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创邮政以删驿递” 奏折中把邮政当作省耗收盈的进项大

宗［１３］１２，邮政自出现的那天起，就承担着生产国家符号的使命。
在生产国家符号方面，近代中国邮政具有行业的独特优势。 利用其四通八达且深

入穷乡僻壤的邮政路线和网点，它使不同地方的民众能够普遍感受到国家的存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近代中国邮政业务 “已相当普通” ［１７］１１，在其取代客邮、驿站及民信局后，
已经能够充分满足国内外的通信需求。 在邮政网点遍及全国的情况下，邮局、代办所、
邮站、邮亭等邮政设施与身着官衣的邮差作为一种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众的国家

观念。 不单在近代中国是这样，其在塑造新生的美利坚时也是这样。 美国在建国初期

孱弱松散，邮政作为连接各州的国家基础设施，是国家的化身，“它代表着中央政

府” ［１８］６２。 邮政工作相应地承载着维护国家形象的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５ 年在投递

过程中有 ６０ 多名中国邮差受伤，１４ 人牺牲；１９２６ 年邮差殉职人数达到 ２２ 人，即使在交

战区和土匪出没之地，邮政职工也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投递；１９２４ 年仅云南省一地“邮差

被土匪袭击者 ８３ 起，因而毙命者 ７ 人，受重伤者 ２６ 人” ［１９］１０６３，１１２９，１０４０。
近代中国邮政的另一个行业优势是利用邮票强化对国家符号的认同。 邮票是国家

主权的象征，是通过图案和铭记来表达和传播国家的价值诉求、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的

符号系统。 晚清邮票使用龙作为图案，用龙来象征皇权、象征中国。 清政府被推翻后，
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此时的邮票图案设计为帆船、农夫刈禾、北京国子监的圜桥牌

坊三种样式，预示着新政权对与民生相关的生产、生活及教育的重视。
通过对国家符号的重复使用，邮票激发出国民对国家的情感。 邮政越发达，国民认

知的空间就越大，国家认同感就越高。 １８３１ 年，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在看到美国发达的

邮政事业时曾惊叹，邮政带来的信件与令人吃惊的报纸流通量，为“思想之间提供了巨

大的联系”，并将思想“渗透”到“荒芜的心脏” ［１８］６２。 陈独秀直到 １９０４ 年才知道“通些时

事”的“巧妙的法子”是看报，也是在这一年他才明白中国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才知道

国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２０］１５，３９。 巴黎和会召开

时，湖南的一群师生每天想从报纸上得到外交消息，“报纸一到，大家抢着先看”，当北京

学生走上街头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全省人民 “准备响应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

动” ［２１］１８９－１９０。 过去人们在研究新闻史与新文化运动史时，往往突出报刊在中国人思想

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其实邮政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
一的拉斯韦尔在其被誉为“美国传播学的开山之作”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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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要让平民团结起来，不能靠人身控制，也不能靠重复运动，而只能依赖重复理

念” ［２２］２３。 一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邮政事业突飞猛进，国家符

号经常地、大量地重复出现在报刊中，而报刊又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读者手上，可以说，五

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与当时发达的邮政不无关系。 从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北京每天的信

件递送增加到 １２ 次［２３］。 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曾高度赞扬托马斯·杰斐逊在任总统

期间把高速公路通向乡村的伟大规划，认为“道路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２４］６。 毋庸讳言，

邮政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和国家认同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功能上看，邮政并非是维持生计的必需品，邮政事业与国家的经济状况、意识形

态高度相关。 近代中国邮政的创立和发展，反映了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水平与能力不断

提高，走近代化道路的意识不断增强，并以救亡图存和国富民强为目标。 近代中国邮政

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国家符号的作用，而邮政行业的优势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符号的生

产，成为国家共同体构建的一部分，最终使其成为国家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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