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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学问大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就各学术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等方面选择有关课题
，进行专业性研究。
一种是就研究者所处特定地区、特定界别，就地取材地进行特殊性研究。
前者可全方位、广视野地进行宏观或微观研究，资料易于完备，时间亦较充裕。
后者则往往局限于一地区，一界别，必须结合本地区、本职界来选择课题，又只能运用就近取材的资
料，有相当难度，但成果有独特性。
我有几位朋友正在这方面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李兴盛和周轩二君，一居龙江，一在新疆，皆为清
代流放之地。
他们善于就地取材，结合所在区域特点，终身进行流人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版了多种有
关流人史的著述。
另有一位朋友仇君润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校友，一生从事邮务工作，虽身在
仕途，而不汲汲于名位，匆匆于酬酢。
数十年来，结合职界特色，在邮言邮，孜孜好学，笔耕不辍，不仅撰著《邮驿史料》、《邮人说信》
等专业性学术专著，而且大力倡导邮文化，组建邮政文史机构，搜集、典藏、整理邮文化史料，进而
奔走呼号，在天津“拨驷达”旧址，筹建邮政博物馆。
类此种种，足以见润喜志趣之所在。
近年，退休宅舍，卸却尘务，益肆力于笔墨，成《津沽品邮》一书，持来请序。
谊切校友，情难以却，遂读其书而为之序。
　　《津沽品邮》是一部邮人说邮的著述。
作者突出津门邮政三重点，以丰富可信的资料对天津邮驿、邮政、邮票进行充分论述。
邮驿为近代邮政推行前沟通信息的重要手段，相沿既久，多有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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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开一幅古代中国地图，您会发现，以江河道路为经纬，纵横交错、蜿蜒曲折的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
。
星罗棋布于这个网上的，是大大小小的驿站。
 打开近、现代中国地图，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是国脉所系的邮政通信网。
它不仅立体交叉，四通八达，尤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陆路、水路、航空、电子⋯⋯ 海河流域，渤
海湾边，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已经600岁的天津。
它在地图上虽说只是一个点，但它承载过驿站兴衰的历史，见证了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和发展，人民
邮政的开拓与辉煌。
 有了近代邮政，便有了邮票。
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就是在天津首先发行的。
这更是天津卫的骄傲。
 于是，邮驿，邮政，邮票，构成了城市的血脉。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邮政与邮票，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作用等，越发地不可替代。
 这里记下的，就是关于津沽邮驿和近、现代天津邮政以及邮票的来龙去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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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仇润喜，1945年出生，河北省井陉县人。
毕业于南开大学，长期在天津邮政（电）部门工作。
主编有《天津邮政史料（一至五辑）》、《中国邮驿史料》（与刘广生合作）、《天津邮政志》、《
说不尽的天津邮政》、《邮筒里的老天津》等8部，编写《天津的邮驿与邮政》（与阎文启合作）等3
部，著有《邮人说信》、《信海游》、《信趣》等3部。
现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理事、天津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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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津沽邮事　　一　驿闻　　1．从无终邑到渔阳郡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
渤海，北枕燕山。
据专家考证，远古时期，天津为浅海域。
因海水退落以及“古黄河三次北徙泥沙冲击而成”。
殷商以前，尽管自然条件尚差，却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
至周朝末期．三岔河口已有人群聚集落户。
　　据《史记》记载，召公爽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
武王灭纣后，封召公于北燕。
作为一个诸侯国，“北燕”治下的地域辽阔，都城设在蓟（今北京附近），往东北一直辖至今辽西凌
源一带。
天津北部即为其属地。
　　春秋战国时期，从诸侯国的会盟，军队的调动，到商品交换活动以及官员说客等往来日趋频繁。
诸侯国颁布政令，传递军情，发展生产，安抚百姓，和信息交换，物资流通，以及外交上的送往迎来
等，都要依靠邮驿，驿道、驿使应运而生。
当时的天津北属燕国。
南部先后属齐国和赵国，整个地区处在几个诸侯国相互交错的地带。
此种情况下．以天津北部无终（今蓟县）一带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延伸的驿道开始出现。
　　蓟县历史悠久。
春秋时称无终国，秦代置无终县，隋代改名渔阳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津沽品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