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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岭于1900年7月设立的季节性邮局，成为当时
中国著名的五大夏季邮局之一，以邮政勾勒出近代福
州多元文化交流的繁盛图景。福建省档案馆的馆藏
中，静静地躺着两枚从鼓岭寄出给“蔡厝寨益牧师”的
英文信封，益牧师是谁？英文地址为什么只有

“Tong-an，China”（中国同安）这般简略？就此，海都
记者对话福建省档案馆丁丽兴博士，听她为我们揭开
百年信封背后，一段在闽寓居四十余载的美国传教士
的闽南记忆。

海都记者：他对闽南的认识十分细微而深
刻。

丁丽兴：是的。益和安在中国46年，历经清
末、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绝大部分时间在厦
门、泉州等地，学习并精通当地语言及文化，对中
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对福建更是充满了深厚
的感情。加之他兼任同安启悟学校学监，与该校
校长林至诚（文学大师林语堂之父）相熟。因父
亲的工作关系，一到寒暑假，林语堂经常到同安
启悟学校玩耍生活，与益和安极有可能较常接
触，这显然有助于少年林语堂掌握英语，开阔眼
界，为其后来游历世界，学贯中西奠定基础。

益和安返美后，讲述在厦门同安的所见所
闻，及与安溪蔡厝寨等地中国人互动往来的故
事，间接促进了美国当地社会对近现代中国的了
解。他还向美国民众游说募款，并从厦门带了四
箱上好茶叶在纽约登报公开售卖，以募集善款推
动闽南教育事业发展。

在益和安短短的鼓岭书信中，广泛涉及近代
中国福建与外部世界交流中的邮政、华侨移民、
侨批、茶叶等诸多内容。这些元素既福建，也中
国，更世界，体现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文明与西
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海都记者：寓居福建的益和安，为什么对中
国邮政管理如此关心？

丁丽兴：这或许是因为 1919 年对福建是
一个特殊年份。一方面，受“五四运动”影响，
1919 年 5 月，福州大中学生联合起来反对日
本占领山东，这对同城的外国人形成一定的
压力。另一方面，1919 年福州和厦门相继暴
发霍乱。交通不畅，加上省内疫情流行及邮
政系统运转失衡，使得益和安难以及时与外
界互通信息。

益和安在中国多年，对闽南地方状况极为
熟悉，被视为地地道道的“闽南通”。在安溪，益
和安注意到大坪地区已成为闽南华侨移民的主
要来源之一，称“该地在移民总数上，并不输于
福建南部地区移民平均值”。

当时大量福建人前往东南亚、北美和南美
洲等地谋生，同安毗邻厦门，是离安溪最近的通
向外部世界的必经通道。在此背景下，安溪—
同安侨批业乃至延伸的同安—厦门—国外侨批
产业链蓬勃发展，经营民间侨批业务的“水客”
及批信局的“批脚”，与当地邮务支局或基层代
办所形成竞争关系。

益和安认为大量侨批与回批业务往来，必
将为当地邮局带来巨大的市场效益和良好口
碑。然而，大坪等集镇邮局代办所并未留意到
安溪地区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更遑论进一步涉
猎该项新业务。

在与厦门一等邮局局长的通信中，他有预
见性地指出了邮政业务改进与中国实现现代化
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邮政服务的拓展可能
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会）一直延续下
去，直到它在未来给中国带来实现大发展所欠
缺的机遇。”

海都记者：只凭借一个模糊地址就
可以投递，那时的邮政系统也已经很厉
害了。那么，寄信人是谁？“蔡厝寨”又是
哪里？

丁丽兴：那时的邮政系统并没有你
所想象的那么厉害，否则益和安也不会
向邮局局长发信吐槽了。当时福建省邮
务管理局下设福州、厦门一等邮局，鼓岭
邮局属福州一等邮局下属季节性邮局，
借助国际邮政网络，从鼓岭寄出的信件
得以投递到世界各地。

不过，益和安在给厦门一等邮局局
长的信中，以收到的这两枚鼓岭信封作
为佐证，提出友人于 8月 11日从鼓岭邮
局寄出的信件，在时隔一周后的 8月 18
日，自己才在闽南安溪收到。在他认知
中原本三至五天就可寄达，且信封上除
鼓岭邮局邮戳外，中途流转的各地邮局
竟没有加盖任何邮戳，这是省内邮局尤
其是厦门一等邮局在信函投递管理上的
缺位与失范所造成的，应予以进一步纠
正和完善。

至于信封收信地址模糊，我推测是
当时在同安的外国人数量极少，寄信人
自信邮差能够送到益和安手中。然而，
彼时他正在安溪。知情人所添备注“蔡
厝寨”位于今天的安溪县龙门镇和平村，
外国人又称之“Choa-Chu-Che”。

这两封鼓岭信封上未注明寄信人的
姓名、地址等具体信息，但由于鼓岭是固
定的度假避暑地之一，因此有充分的理
由推断出这两枚鼓岭信封极有可能出自
益和安在鼓岭避暑参会的同工或保持通
信联系的鼓岭友人之手。

海都记者：这两枚信封很有意
思，上面只用钢笔简易地写着收信地
址 和 收 信 人“Rev.Frank Eckerson，
Tong- an，China”（中 国 同 安 Rev.
Frank Eckerson），旁边用汉字写了个

“蔡厝寨益牧师”，也不仔细写明街道
名称、门牌号码等信息。“益牧师”是
谁？最后他收到这封信了吗？

丁丽兴：Frank Eckerson，他有个
中文名叫“益和安”，所以大家都叫他

“益牧师”。国内鲜少有关益和安个
人情况的详细记载，不过，根据省档
案馆所收藏的《同安县政府上报福建
省政府关于同安县外侨调查表》等部
分档案，及安溪县档案馆、厦门同安
区档案馆另收藏的少量与之相关的
档案资料记录，进一步结合美国档案
馆、图书馆等馆藏资源，我了解到益
和安的基本情况。他 1876年 10月 26
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河谷县，1903
年接受教会安排，从纽约出发前往福
建厦门，自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在省档案馆馆藏中整理出
两封益和安给厦门一等邮局局长的
信件，行文中提及了两枚鼓岭信封，
并“吐槽”当时福建邮政系统的投递
效率问题，建议厦门一等邮局改进
传统邮传的时间和方式，适时重建
安溪西坪邮政代办所，并增设安溪
大坪代办所。这显示益和安是收到
了这两封信的，不过此时他在安溪，
所以信封上被人用中文注明了“蔡厝
寨益牧师”，很可能是当地邮局职工
或其他知情人为方便下一环节邮差
投递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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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岭邮局是当时中国著名的五大夏季邮局之一

益和安寄给厦门一等邮局局长的信件
（福建省档案馆/供图）

益和安寄给厦门一等邮局局长的信件，使用了同安启
悟学校的信纸（福建省档案馆/供图）

从鼓岭寄出给“蔡厝寨益牧师”的英文信封（福建省档案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