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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期待已久的网购商品，还
是亲友从异国他乡寄来的一张明信
片，在签收它们的一瞬间总能让人感
到愉悦。随着邮政行业的发展，收寄
物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实际上，邮政活动在古代中国就
已经产生并发展成为一个行业。邮政
的历史从何而起，历朝历代的人们如
何收寄物品，是靠“飞鸽传书”还是

“龙门镖局”？今天让我们搭乘时光穿
梭机，一起去探究古代邮事。

古代版的“特快专递”

在古装剧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
样的场景——君王正临朝议事，突然
一名士兵一边大声喊报一边飞奔入
殿，手持一份“八百里加急”送来的战
报。

“八百里加急”的说法并非完全
是艺术加工，那可以说是古代版的

“特快专递”。
中国邮政事业起步很早，在甲骨

文里就有驿传系统的相关记叙，说的
是各地发生的“新闻事件”，会定期通
过这个系统报告给殷王。发展到周
朝，各地道路拓宽，通达全国的交通
网络初步形成，这为邮政事业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当时，朝廷任命“行夫”，
由其负责管理各邮递驿站，并对他们
提出了“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的要
求；派“野庐氏”主持交通设施建设和
维护工作，指导督促各地在交通主干
道两侧种树，每隔一段挖掘水井、建
造“宿息”，供“邮递员”歇脚休息。

对于这段历史，《周礼·地官司
徒》中有相关记载：“凡国野之道，十
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路室，路室有委。”《国语》的记载略有
不同，“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无论
是“庐”“宿”，还是“舍”，其主要职责
都是传递文书、运转货物、接待官员
等。

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
立类似驿站的机构，只是叫法有所不
同——齐国、郑国叫“遽”，晋国、楚国
叫“驲”，也有一些诸侯国叫“传”。这
些机构主要负责传递政令和军情，直
至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为平民百姓
服务的私人邮政系统，且发展十分缓
慢。

隋唐，古代中国迎来邮政行业发
展的第一个高峰。据专家统计，唐玄
宗时期，全国约有1600多个驿站，从
事相关工作的“邮递员”达两万多人。
他们承运的物品范围拓展至水果、水
产等生鲜品类，由此可见当时的物流
运输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大家熟知
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荔枝来”就是最好的佐证——在那个
没有冷链技术的时代，南方的荔枝经

“邮递员”马不停蹄地运送，送达杨贵
妃手中时仍滋味不改。

杜甫吐槽“生鲜专递”

因为运送的主要是政令和军情，
或达官显贵的信件和物品，古代中国
的邮政行业甫一诞生就对时效有着
非常高的要求。

早在秦汉时期，官方就有明确规
定：短途邮寄一般使用“步递”，“邮递
员”每个时辰平均要走10里路，所承
运的信件和物品必须当天送完；中长
途邮寄一般使用“传车”，这种车每天
最多可以行驶200里~300里。急件则

要用快马专门运送，速度最快时能达
到“日行四百里”。

宋朝开设了“急递铺”，负责“急
递”的马儿，脖子上配有铜铃，疾驰时
会发出叮当声，以警示路人注意避
让，毕竟耽误了送信时间就有可能犯
下“贻误军机”一类的杀头大罪。有趣
的是，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曾吐槽
自己整日来回奔波，说的就是“比急
递铺的铺兵还甚”。

清朝战火不断，为保证军情信息
快速传递，邮政行业进一步提速。一
旦前方有紧急军情要报，每个驿站都
派出快马接力，以日行800里的速度
飞递军情。这大概就是我们在电视剧
里看到的“八百里加急”送信的场景
了。这样的工作效率，三藩之乱时，军
情从西南送到京城，5000 多里的路
程仅走了9天；施琅收复台湾的消息
从福建传到京城，也只用了短短7天
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出现了首家
经官方认证的镖局。后来涌现的各类
镖局接单范围很广，包括信镖、票镖、
银镖、粮镖、物镖、人身镖等，功能颇
为齐全。镖师们不仅要武艺高强、胆
大心细，还要既同绿林有来往、又同
官府有关系。

效率的提高，让“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再是个例。

同样是在唐代，平原郡的螃蟹十
分有名。为给皇室进贡螃蟹，百姓捕
到螃蟹后会立即用毛毡包裹好，然后
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确保螃蟹运抵
长安时仍然鲜活。明朝皇室特别喜欢
吃鲥鱼，于是官方在南京开办了鲥鱼
厂，每年鱼汛来临时便征发渔户捕捞
鲥鱼，安排贡船沿着大运河昼夜不停
地行驶，要求六月底前务必送到御膳
房，以保证鲥鱼能在七月初一的太庙
祭祀上亮相。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
样的“生鲜专递”也有劳民伤财之嫌。
唐代诗人杜甫曾作诗讽刺：“忆昔南
海使，奔腾献荔支（枝）。百马死山谷，
到今耆旧悲。”清代官员沈名荪曾在

《进鲜行》中感慨：“三千里路不三日，
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
只求好鱼呈至尊。”由此可知，要寄这
一类的“生鲜专递”，除了要有道路交
通的优化、邮政驿站的密布，还得有
不计成本的投入，这绝非一般老百姓
能承受得起的。

古代“邮递员”不好当

同样是因为涉及政令、军情，历

朝历代均要求邮件必须严格按程序
进行交接传递，如有遗失必须第一时
间上报官府；同时，实行严格的邮件
保密措施。

比如，秦朝的文书写在竹简上，
邮寄前要捆扎结实，还要在绳结处封
泥并盖上印玺。发展到清朝，“重封入
递”“木匣入递”“绢袋封发”“汇总封
发”“长引隔眼”等保密措施层出不
穷。寄送奏折等重要文书时，人们还
会使用“封桶”“报匣”“夹板”等封套，
这不仅给文书上了双保险，签收拆件
时也颇具仪式感。

如果“邮递员”玩忽职守，出现私
拆、损坏、泄密、丢件等情况官方会给
予严厉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
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遣驿而
遣驿者，杖一百……诸漏泄大事应密
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意
思是，不按程序交接文书者要受杖
责，泄露机密者会被处以监禁甚至绞
杀的惩罚。

除了要腿脚勤、能识路，还要守
规矩、不出错，古代的“邮递员”可不
好当。

宋朝以前，“邮递员”大都来自民
间。比如，先秦时期，平民需要承担沉
重的徭役和赋税，给国家跑腿当“邮
递员”也是服徭役的一种。

到了宋太祖时期，朝廷开始“以
军卒代百姓为役夫”，即用军卒取代
百姓递送邮件，还专门设置了“递卒”
这个岗位。如果你细看《清明上河
图》，会发现这幅画上绘有驿站。画面
中，驿站门前坐卧着数名兵卒，他们
手边摆着几个公文箱，院内还有白马
卧在地上，另有马夫手持缰绳斜倚一
侧。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历史上有不
少著名人物曾踏足邮政行业。比如，
孔子当过季孙氏家的“委吏”，负责接
收邮件及仓库物品管理工作；汉高祖
刘邦当过泗水亭长，工作职责之一就
是管理文书的往来；明代心学大师王
阳明曾被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也
算是在邮政行业干过一段时间。不
过，历史上最著名的“邮递员”，还得
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他早
年在银川驿当驿卒，因遗失文书丢了
饭碗，后来才揭竿而起建立了大顺政
权。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邮政行业亦
是日新月异。如今，得益于发达的互
联网技术和立体交通体系，老百姓收
寄邮件只需动动手指，便可享受上门
服务，真正实现了“物畅其流”。

（《海南日报》）

□急脚大师

天命十一年（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
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被明朝守将袁崇
焕以红夷大炮击败，兵退盛京（今沈阳）。这场
意义非凡的胜利让大明举国欢庆，袁崇焕一跃
成为全民“偶像”。

但在这场胜利背后，有个关键人物被忽略
了，没有他也就没有西洋大炮。这个人就是徐
光启。徐光启是个怪人，靠八股文进入了明朝
的官场，却取了个英文名——保禄（即保罗），是
个“非主流”的文人。他撇开诗词歌赋，去研究
农业、天文、数学等学科，还把自己的心得写成
书，成了这些领域的专家。

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努尔哈
赤在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市大伙房水库附近）
大败明朝数万精锐军队。面对严峻形势，徐光
启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萨尔浒战斗的前因后果
作了全方位的分析，写了一系列奏章，并提出选
练新兵、引进武器的主张。徐光启得到了朝廷
赏识，被任命为军队的训练总监，“学霸”成了武
将。他从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口中得知西洋大炮
的威力，据说射程能达到15里，炮弹所击之处，
天崩地裂，是战争的“大杀器”。

他听罢立刻给在朝廷工部监理军需的李之
藻写信，让他尽快购买这种神奇的大炮。李之
藻是他的好朋友，自然明白大炮的重要性。

朝廷迅速集资，从葡萄牙人手中重金购得
四门西洋大炮。在亲自见识到大炮的威力后，
他们啧啧称赞：“好东西啊，有了它，看还有谁敢
来攻打我们？”李之藻叹息道：“好是好，就是太
贵了，关键是有钱还买不到。”徐光启说：“这也
不难办，你奏请朝廷批准我们自己造！”徐光启
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要来西洋炮的制作图纸，与
李之藻一同率领“研发”团队日夜钻研，竟真的
造出一批大炮。这些大炮辅助袁崇焕击败了

“常胜将军”努尔哈赤。 （《燕赵老年报》）

““学霸学霸””徐光启造大炮徐光启造大炮

□瀛洲海客

与曹操“未能审其本末”的家世一样，孙权
的祖上同样晦涩难明。虽然《三国志》对此语焉
不详，但到了南朝时，沈约《宋书·符瑞志》、刘义
庆《幽冥录》、任昉《述异记》却不约而同地记载：
孙坚父，名孙钟，性至孝，“以种瓜为业”。也就
是说，孙权的爷爷是一位瓜农。可惜，史料并未
具体记载其所种之瓜的品种。如今，人们所说
的“瓜”，往往就是指西瓜。那么，孙钟所种之瓜
有没有可能是西瓜呢？

汉末魏晋之际，瓜是一种常见果品，当时有
许多文学家都曾专门作赋谈及食瓜感受。如刘
桢《瓜赋》：“甘逾蜜房，冷亚冰圭。”嵇含《瓜赋》
说瓜“既淳且馨”，食之“忘困解酲”。结合这些
描写，可知“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甘甜香冽，
其果肉味甘、寒，所以能除烦热，兼有消渴解酒、
清肺润肠之用。乍一看，西瓜也满足这些特
征。但是，中国在唐以前并无西瓜种植和食用
的相关记载。一般认为，西瓜在五代时自西域
传入，宋元时逐渐普及开来。

其实，上古、中古典籍中的“瓜”，多指甜
瓜。它分布广泛，且种植历史十分悠久，可追溯
到先秦时期。《诗经·豳风·七月》曰：“七月食瓜，
八月断壶。”这里提到“瓜”与“壶”，即甜瓜与葫
芦（瓠、匏）的通称。汉无名氏《古诗》亦云“甘瓜
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此处“甘”作形容词，指
甜瓜味甘。魏晋时，甜瓜尚称“地芝”或“土
芝”。在这之后，“甘瓜”却渐成通称；至唐代，

“甜瓜”之名频繁出现，遂取代“甘瓜”成为固定
叫法，民间有时也称“香瓜”。

综上，孙钟所种之瓜大概率为甜瓜，且还是
薄皮甜瓜。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曰：“浮甘瓜
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古时人们将瓜、果掷于
水中冰镇，薄皮甜瓜因肉质松脆，成熟时中有空
腔，故能浮于水。冰镇过的甜瓜清冽冰凉，食之
沁人心脾，能解暑消渴，故后世常用“浮瓜沉李”
来形容夏天的消暑生活。 （《北京晚报》）

孙权的爷爷是瓜农孙权的爷爷是瓜农

古人如何收寄邮件古人如何收寄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