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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邮驿资料相较其他朝代更
为完整，记载比较全面的是《钦定大
庆会典事例》，其中详细记载了清代
全国驿站分布、驿站网络、驿站人员
及马匹数量等情况。

据记载，清代河南地区共有9
府4直隶州，驿站120个，急递铺和
递运所885个。当时，洛阳地区叫

“河南府洛阳县”，多任河南知府曾
对周南驿进行修整改造，补充马匹、
增加人员配置。改造最大的一次是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河南
知府文悌为迎接慈禧，将周南驿扩
建布置后作为慈禧行宫，让慈禧极
为满意。

根据我市学者考证，清代周南
驿位置应在当时的洛阳城南门北侧
路东，慈禧一共在这里住了8天。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带着
光绪皇帝等王公贵族仓皇出逃躲到
西安；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
订后，慈禧一行经河南返回北京。
在慈禧到达洛阳之前，文悌将周南
驿整修一新，扩为行宫，又对洛阳城
及龙门、关帝陵（今关林景区）等地进
行了整修，详细过程记录于《庚子西
狩丛谈》。

周南驿在晚清时期有此境遇
是十分偶然的。实际上，清代邮

驿在康熙至乾隆年间不断发展壮
大，但到了道光年间以后，邮政废
弛，驿站成为地方官员贪污的重灾
区。州县官调整时，都会先打听当
地邮驿经费多少，经费越多越高
兴，驿银作为“肥身之道”已成公开
的秘密。

清末，各国列强在通商口岸、商
埠私设邮局，古老的邮驿制度逐渐
崩溃。1897年，大清邮政局正式创
办，此后，邮局代替驿站在全国普遍
设立，驿站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陈耀玑

临近春节，为感谢市民长
期以来的支持和厚爱，周南驿
文化酒店推出了“阖家欢乐”

“吉祥如意”“富贵安康”等主题
年夜饭和充值免单让利活动。
详情请关注周南驿文化酒店微
信公众号。

2009年4月，世界邮展在
洛阳举办，得到了众多专家、学
者支持，周南驿开始选址复建
工作。

2010年4月，周南驿文化
酒店复建于洛阳市洛龙区政和
路与金城寨街交叉口，并作为
洛阳驿站博物馆对外开放。

传承千年历史的周南驿，
在当代“复活”后，成为集邮驿
文化、馆驿文化、官府文化为一
体的餐饮文化企业。

洛阳周南驿，曾为慈禧行宫

□陈耀玑 文/图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
建王朝。在清代广阔的帝国版图中，
各民族交流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
文化迅速发展。清代邮驿制度在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间发展到
了顶峰。

晚清时期，正值全国驿站走向衰败
之际，河南知府文悌为迎接慈禧，将洛阳
周南驿改造布置成了慈禧行宫，让慈禧
极为满意，也使得周南驿成了晚清驿站
组织中的一个特殊存在。

清代初期，战争绵延不断，社会经
济凋敝，各地驿站遭到了严重破坏。当
时，旧的邮驿系统已随明王朝一起毁
灭，新的通信组织还未建立，邮政废弛，
驿路不通，军情政令无法及时传达。

为了保证军事通信顺畅通达，清政
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整顿邮驿系统，合并

“邮”“驿”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清代以前的“邮”与“驿”，虽并称

“邮驿”，却是两种不同的组织。“邮”是
传送公文的通信组织，“驿”只负责提
供各种交通、通信工具，并不直接传送
官方文书。自汉唐以来，这种传送公
文的基本形式几乎成为定制，各朝沿
袭，没有太大变化。

到了明代，辽东地区因未设州县，
首创由驿差直接传送公文的“马上飞
递”。清代统治者入关后，把这种特殊
形式推广到全国，使驿站组织发生了
重大变化。

“马上飞递”作用有三：一是把驿
站拥有的交通、通信工具(马、车、船等)
与传递信息的人(马夫、驿卒)紧密地结
合起来，克服了二者脱节造成的弊端，
提高了通信传递效率；二是真正形成
了与步递通信网并行的马递通信网，
使紧急文书传送有了可靠的组织保
证；三是节省人力、物力，在一定范围
内减少了专差对驿站的骚扰。

清代的驿站不仅是官方交通组
织，也是政府通信组织，交通与通信融
于一体。驿站从间接为通信使者服
务，到直接办理通信事务，接受并传送
紧急文书，是我国邮驿制度进步的重
要标志。

清代邮驿是在明代基础上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魏源曾说：“我
朝之胜国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
例、赋额、兵额，大都因明制而损益
之。故其流极变迁，得失切劘
（mó）之故，莫近于明。”意思是说，
清代制度大都参照明代而立，并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清代邮驿由驿、站、塘、台、所、
铺构成。清初，北京设有会同馆和
皇华驿，会同馆掌管京师驿传事务，
皇华驿是全国邮驿总枢纽。

清代邮驿网路以皇华驿为中心
向全国辐射。中部驿路由皇华驿经
河南，到达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向西的驿路自皇华驿经山西又分两
路，一路过河南，向西达陕西、甘肃、
四川各地；一路过陕西、宁夏达新
疆、青海、西藏各地。

当时，各省腹地均设有驿，河南
境内洛阳、郑州、开封、南阳、商丘驿
的数量较多。驿的主要任务是传递

通信，迎送使臣和运送官物，其中传
送紧急公文是首要任务。

站、塘、台是沟通边疆与内地的
一种特殊交通与通信组织形式，多
数是在古驿路或商路的基础上兴建
起来的；通常由军卒充役，以飞递军
事公文为首要任务，兼具巡逻、侦
察、运输等多种职能。

所，是依照旧制设置的递运所，
用于运送官物。

铺乃急递铺，主要传送地方和
中央的寻常公文。清代急递铺与明
代基本相同，但规模更大，步递路线
纵横交错，比明代更为发达。

清代邮驿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财
政，驿站经费随地粮税征收。各省
设驿道库，为驿站经费专库，地方政
府从税收中划拨驿站经费，不够的
部分由朝廷给予补贴。这种制度初
期效果很好，减轻了民众负担，但到
了后期，地方官员在收支账目上弄
虚作假，贪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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