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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登干推动“英国设计、英国印
制”邮票的“英国方案”时，他于 1877
年 5月 22日，曾向德纳罗公司提供过

“来自北京的画稿”作为邮票设计的参
考素材，而且要求：“方案拟妥，烦将两
张小画稿归还。”23日再次写信说明：

“昨天寄奉贵司的两张小画稿中，各有
一个悬浮在中的球体，即所谓‘阴
阳’。”通过金登干信中的描述，我们可
以判断出“来自北京的画稿”的特征：

共计两张，图幅不大，图案中间各有一
个“阴阳”符号。

由于金登干要求德纳罗公司退还
这两份画稿，故而德纳罗1877年中国
档案中没有相关留存信息。那么画稿
的庐山真面目究竟何样？赵岳提供了
一种解读：“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即
为“赫德画稿”，且为德纳罗设计邮票
的母稿。

赫德去世后，曾有遗集留存，邮学

界习惯将其中的“双龙戏珠”和“龙凤
戏珠”的两幅图稿称为“赫德画稿”。
由于尺寸较大，用途不明，其作用长期
存在争议。随着 1877年德纳罗中国
档案的发现，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赫
德画稿”与德纳罗公司设计的邮票图
稿存在相似的核心元素，再结合金登
干对“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的描述，
可以确定“赫德画稿”即为德纳罗设计
邮票的母稿。累累累1（摘自《北京晚报》）

赫德曾为英方设计提供了母稿

揭秘大龙邮票
自从有了电话、手机、互

联网 ，通信变得越来越方
便。但在古代，想得知异乡
的亲友信息却极难。官有飞
马驿递之制，民有托嘱捎带
之俗，构筑起两条各自独立
的邮递系统。欧洲兴办邮局
的时间比我国要早。19世
纪中后叶，遭到列强入侵的
清廷被迫开埠，各国乘机强
设“客邮”。1878年，在清
廷海关的筹备运作下，发行
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
邮票。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
140周年，学者赵岳赴英国
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
英国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
重要档案，再现了清廷海关
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为筹印邮
票的工作交往，以及大龙邮
票发行前的诸多历史细节。

大龙邮票

鸦片战争之后，多国活跃于中
国各大通商口岸，为了扩张势力，
争 相 私 设“ 客 邮 ”。 同 治 五 年
（1866），海关涉足原由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承办的邮件递送业务，为海
关内部及在华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
务。

1875年 2月，英国驻华使馆职
员马嘉理在接应英方探路考察队
时，在云南边境被当地居民打死，
清廷与英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
判。谈判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
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两国
代表，数度陷入僵局。最终，英国
人罗伯特�赫德成了双方调停的不
二 人 选 。 赫 德 于 1854年 来 华 ，
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为海关总税
务司，其后连续任职 48年。赫德在
接受调停的委托之后，建议双方到
烟台面对面进行谈判。赫德所盘算
的计划，便是将其筹备的“官信局”
和“官银号”事项写入条约草案，并
计划由他主理的海关总税务司来具
体实施。8月21日中英双方正式在
烟台展开谈判，威妥玛没有用心于

“官信局”和“官银号”，仅在条约文
本议定以后象征性地提了一下，致
使赫德的设想化为泡影。

不管怎样，“烟台谈判”中赫德
尝试通过条约文件的方式推动海关
主理造币和邮政，虽然这两项没有
像赫德所期望的那样写入条约，但
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赫德推
动海关筹办“官信局”的计划得到
了李鸿章的应允，海关邮政的发展
由此加速。

烟台谈判后，海关启动向公众
开放邮递业务的筹备工作，赫德要
求各地税务司为此建言献策，其中
以 1864年到海关工作的德国人德
璀琳颇为积极。德璀琳在任内积极
推进中国邮政的开办，后来成了大
龙邮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877年 3月 5日，德璀琳向时
任清廷海关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主任
金登干致函，询问在英国或中国印
制邮票的花销。信件送抵英国后，
金登干向英国著名邮票印制商托马
斯�德纳罗公司咨询建议。

“烟台谈判”后
启动了邮票印制工作

收到金登干转交的询函后，德
纳罗公司于 1977年 6月 8日出具了
一份机密报告，详细讲述了邮票的
印制工艺、油墨特性以及防伪工艺
等 一 系 列 涉 及 邮 票 印 制 的 技 术 问
题，报告中还附录了 12份附件，其中
有 为 清 廷 海 关 设 计 的 纸 张 水 印 图
稿、邮票图稿、邮资信封图和信封专
用 邮 资 符 图 稿 ，这 就 是“ 英 国 方
案”——英国设计、英国印刷。

“ 英 国 方 案 ”通 过 信 函 发 往 中
国，10月 25日，赫德回函金登干，对
于“英国方案”的优劣没有加以评
述，但明确表明将会在英国印制邮
票。可随后又没有给予下一步行动
的明确指示，为此金登干两度发函
催问，但一直无果，直至 1878年 2月
24日，赫德电报金登干：“请推迟发
出邮票订单。”清廷海关在伦敦筹印
邮 票 以 及 与 德 纳 罗 的 合 作 宣 告 失

败，“英国方案”也就此胎死腹中。
其实，在“英国方案”推进的同

时，“中国方案”也在积极谋划之中，
所谓“中国方案”，就是“中国设计、
中国印刷”。1877年 3月，德璀琳向
赫德致函汇报购买设备在中国印制
的计划。5月，赫德批准了德璀琳的
计划。7月初，德璀琳通过金登干与
德纳罗公司商讨过邮票印制设备物
资的采购问题，但计划遭到了德纳
罗公司的打压。德纳罗公司表示在
中国印刷技术难度大，建议先在英
国 印 制 ，待 时 机 成 熟 再 向 中 国 转
产。为了尽可能争取到这项业务，
德纳罗公司亦退让一步，声称如果
不认同他们的设计，不妨由中方提
供设计图，再交该公司印制。因此
在 1877年 11月份，德璀琳将中方设
计的“蹲伏的龙、凤凰、背驮万年青
的大象和宝塔”这 4种邮票图样寄往

了英国，谋求“英国方案”与“中国方
案”的折中融合，即“中国设计、英国
印刷”，但随着赫德后来的突然叫
停，这种设想也无疾而终。在英国
印刷无法落实的情况下，邮票印制
方案又折回“中国设计、中国印刷”。

1878年 6月 15日，德璀琳致函
海关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请海关
造册处帮助印制邮票，指示按所提
供的邮票样张图样及文字修改，印
制面值银三分和五分的邮票各 10万
枚，颜色建议五分银用黄色，三分银
用红色。7月 15日，夏德寄给天津
的德璀琳 500张，共计 12500枚面值
五分银邮票，并表示其余的邮票将
在次日完成，但还需一段时间才能
完成上胶和打孔工作。这批邮票于
7月 24日送抵天津，并随后向公众
出售。自此，中国第一套邮票——
大龙邮票华丽登场。

筹印邮票有中英两种方案

1877年德纳罗档案为学者赵岳
首次在英国伦敦所发现，他在整理、翻
译、研究的基础上，辑集成《德纳罗密
档：1877年中国海关筹印邮票之秘
辛》。这部档案资料除了清晰呈现清
廷海关为推动筹印邮票的“英国方案”
而与德纳罗公司的一系列的合作进程
外，还涵盖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线索。

在德纳罗公司关于西方印刷技术
的报告中，该公司详细回答了清廷海
关关于印制邮票成本费用的询函，内
容包括了印刷工艺、防伪技术、油墨使
用、物资配备、邮戳销盖等系列情况。
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印刷商，德纳罗
公司关注的印刷技术无疑代表当时最
先进的技术，这些述之成文的报告为
研究 19世纪邮票印制工艺提供了重

要的史料信息。
德纳罗档案中，还收录了一张翻

拍的钱币照片和一幅黄色基调的三角
形“龙”图。通过对钱币资料的研究，
赵岳得出钱币照片为长期存在争议的
关平两制银币“中外通宝”照片的结
论。“中外通宝”钱币是钱币研究领域
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其中一项
就是年份断定。这次“中外通宝”照片
出现于德纳罗档案，可将“中外通宝”
实物出现的时间提前，即为1877年。

关于德纳罗设计邮票的另一份参
考资料——三角形黄底“龙”图，经过
研究发现，该图从旗形、龙态以及龙珠
的位置来看，是当时大清的三角官旗，
系金登干 1874年应赫德要求在伦敦
制作，用作海关船只标识旗。德纳罗

档案中，金登干提供的图片基本可以
认定为赫德认可的设计定稿。

《德纳罗密档》整理出了德纳罗为
海关所设计的几种设计图稿：邮资信
封、圆和椭圆两种邮资信封邮资符、太
极阴阳图水印图和横竖两向长方形邮
票图稿。在邮票的颜色选择上，德纳
罗公司指出“黄色，御用之色；红色和
粉色，欣悦；蓝色，哀伤；绿色，欣悦；棕
色，哀伤”，并在所设计的邮票设计图
稿的“英国方案”时，选用了黄色、红色
和绿色，并将“御用之色”的黄色用于
最高面值。有趣的是，在“英国方案”
无疾而终后，海关印制邮票回归到“中
国方案”时，也是采用了这三种颜色，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与德纳罗的建议
相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德纳罗档案的几个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