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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闰月是每逢农历闰年所加的一个月。阴历以朔望月的长度（29.5306日）为一个月的平均值，全

年12个月，同回归年（365.2422日）相差约10日21时，故需要置闰，三年闰一个月，五年闰二个月，

十九年闰七个月。闰月加在某月之后叫“闰某月”，如2009年农历闰月为己丑年闰五月（2009年6月23

日-2009年7月21日），2012年壬辰年闰四月（2012年5月21日-2012年6月18日）等。

闰月是指阴历中的一种现象，阴历是按照月亮的圆缺即朔望月安排大月和小月，一个朔望月的长

度是29.5306日，是月相盈亏的周期，阴历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这样一年12个月共354天，阴

历的月份没有季节意义，这样十二个朔望月构成农历年，长度为29.5306×12=354.3672日，比回归年

365.2422日少10.88天（即将近11天），每个月少0.91天（近1天）。一年与阳历的一年相差11天，只

需经过17年，阴阳历日期就同季节发生倒置，譬如，某年新年是在瑞雪纷飞中度过，17年后，便要摇扇

过新年了。使用这样的历法，自然是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的，所以我国的阴历自秦汉以来，一直和

24节气并行，用24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 

大清邮政时期，共出现6次闰月，即一八九八年闰三月，一九〇〇年闰八月、一九〇三年闰五月、

一九〇六年闰四月、一九〇九年闰二月及一九一一年闰六月。本文收录一八九八年大清邮政时期闰三

月初一至廿九之大圆戳，另附录一九〇〇及一九〇三年之其它闰月邮戳于后，与读者一起分享。其余

一九〇六、一九〇九及一九一一年的闰月日戳将于干支日戳专辑内再作介绍。

OCCURRENCE OF INTERCALARY MONTH DURING 
CHINESE IMPERIAL POST PERIOD, 1897-1911

An intercalary month is an extra month in the lunar leap year,usually inserted 
between the second and eighth lunar month and it occurred in an irregular pattern: 
once every three years, twice every five years and seven times every nineteen 
years. The twenty four important Jie(节) and Qi(气) in the lunar year had been 
faithfully followed throughout the ages by Chinese farmers in their agricultural 
maneuvers were based on the solar calendar whilst festivals and rituals had 
been performed according to specified dates of the lunar calendar and if the 
intercalary month is not inserted at suitable intervals, the Chinese New Year 
may fall on a summer day and vice versa the hottest day may fall on the twelfth 
month. Suffice it to say that the intercalary month is a calculated adjustment to 
allow the Chinese populace follow the traditions based the lunar calendar whilst 
observ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Jie and Qi based on the solar calendar.

The Chinese Imperial Post experienced the first intercalary third month in 1898 
followed by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in 1900, intercalary fifth month in 1903, 
intercalary fourth month in 1906, intercalary second month in 1909 and intercalary 
sixth month in 1911.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whether the Dollar 
Chops, used by a vast range of Treaty Ports of China, had recorded the entire 
range of 29 days in the intercalary third month of 1898. The result is shown on 
pages 88 and 89 when 24 post offices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is target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contribution from Lungchow, Pakhoi, Paoting (not yet opened) and 
Woosung.

By the time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occurred in 1900, Peking and China 
were in a state of great turmoil when the Allied Forces had entered Peking 
following the event of Boxer movement earlier the same year. Peking and Tientsin 
Post Offices had been damaged and postal services discontinued and chaos persisted 

闰月与大清邮政时期之闰月大圆戳



2

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AMOY / 18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廿八日 / 厦门邮政局

厦门（18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八日）—Hong Kong（MY 19 98）—Leoben, Austria（13.6.98）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采用香港4先时明信片)

◆此件为厦门海关一关员以Volapukan国际语言与奥地利收件者通讯。

until Peking Post Office resumed services on January 1 1901 followed by Tientsin 
Post Office on March 1 1901. A postal stationery card, shown in page 90 from 
Tientsin dated October 13 00 recorded the 22nd day of the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because no cancelations at that time adopted lunar year dates, and the post 
offices which are known to have continued using Dollar chops, such as Soochow, 
Paoting, Wenchow and Foochow did not have any known record of intercalary eighth 
month of 1900.

The story is different when the intercalary fifth month of 1903 occurred, 
Paoting and Woosung exhibited examples of intercalary month Dollar chops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response from Foochow and Soochow. At that time a vast range 
of sub-offices had opened for business and the“nameplate”cancels, the “sun and 
moon” daters and thick circle Japanese type Chinese language dater used only in 
Shantung Province all had inscription as to the intercalary fifth month and these 
are also arranged as an appendix in this article at pages 94 to 95 inclusive.

The intercalary months of 1906, 1909 and 1911 will be the subject of another 
article which studies different methods of their expression in lunar year daters 
commonly used from 1904 to 1911. The author is pretty confident that the entire 
range of the intercalary months in these three years will be recorded mostly on 
covers or cards, a small portion only will require the help of postmarks on loose 
stamps or pieces.

After all why are the intercalary month cancels so attractive, well, perhaps 
beauty lie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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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CANTON / 21 APR 98 / 廿四年闰月初一日 / 广州邮政局

广州（21 APR 98/廿四年闰月初一日）—Hong Kong（AP 22 98）—Hamburg, Germany（21.5.98）

联邮国明信片邮资4分
(采用日本邮资片2钱)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CANTON / 11 MAY 98 / 廿四年闰月廿一日 / 广州邮政局

广州（11 MAY 98/廿四年闰月廿一日）

请求盖销

广州（2 MAY 98/廿四年闰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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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CHEFOO / 29 APR 98 / 廿四年三月初九日 / 烟台邮政局

烟台（29 APR 98/廿四年三月初九日）
—上海（1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一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Y 2 98）
—Hong Kong（MY 6 98）—Middlesex, England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溢贴1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CHEFOO / 3 MAY 98 / 廿四年三月十三日 / 烟台邮政局

烟台（3 MAY 98/廿四年三月十三日）
—上海（6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六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Y 6 98）
—Hong Kong（MY 13 98）

—London, England（13 JU 98）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CHEFOO / 26 APR 98 / 廿四年三月初六日 / 烟台邮政局

烟台（26 APR 98/廿四年三月初六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AP 28 98）

国内信函邮资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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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CHINKIANG / 21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一日 / 镇江邮政局

镇江（21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一日）
—上海（22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二日）

—上海日本客邮局（23 APR 98）
—Yokohama, Japan（28 APR 98）
—San Francisco（MAY 16 98）

—Columbia, U.S.A.（MAY 22 18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日本邮票10钱)

CHUNGKING / 16 MAY 98/ 廿四年闰月廿六日 /重庆邮政局

重庆（16 MAY 98/廿四年闰月廿六日）
—上海（28 MAY 98/廿四四月初九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Y 30 98）
—Hong Kong（JU 3 98）—Gloucester, England（JY 6 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1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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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FOOCHOW / 25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五日 / 福州邮政局

福州（25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五日）—上海日本客邮局（28 APR 98）
—Kobe, Japan（5 MAY 98）—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1分缴付国内段邮资)
(加贴日本邮票10钱)

HANGCHOW / 27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七日 / 杭州邮政局

杭州（27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七日）—上海书信馆（AP 29 98）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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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HANKOW / 21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一日 / 汉口邮政局

汉口（21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一日）

HANKOW / 21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一日 / 汉口邮政局

汉口（21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一日）—Hong Kong（APR 28 98）
—Jersey, Channel Islands（MY 31 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贴香港邮票共10仙)

请求盖销

汉口（14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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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ICHANG / 9 MAY 98 / 廿四年闰月十九日 / 宜昌邮政局

宜昌（9 MAY 98/廿四年闰月十九日）
—上海（15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五日）

—上海日本客邮局（19 MAY 98）
—Vancouver, Canada（JU 8 98）—Savannah, U.S.A.（JUN 14 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日本邮票10钱)

HANKOW / 4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十四日 / 汉口邮政局

汉口（4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四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MY 7 98）

国内信函邮资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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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ICHANG / 17 MAY 98 / 廿四年闰月廿七日 / 宜昌邮政局

宜昌（17 MAY 98/廿四年闰月廿七日）
—上海（23 MAY 98/廿四四月初四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Y 23 98）
—Hong Kong（MY 26 98）

—Sydney（JY 9 98）
—King Street, N.S.W., Australia

（JY 9 98）

国际信函           10分
超重6分×5       30分
挂号 10分

50分
（加贴香港邮票10分四枚）

KIUKIANG / 23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三日 / 九江邮政局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香港邮票10仙)

九江（23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三日）—上海英国客邮局（AP 25 98）—Geneve,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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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KIUNGCHOW  / 9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十九日 / 琼州邮政局

国内信函邮资2分

琼州（9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九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MY 14 98）

—上海（17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七日）

KIUKIANG / 12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廿二日 / 九江邮政局

国内信函邮资2分

九江（12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二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MY 1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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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NANKING / 18 MAY 98 / 廿四年闰月廿八日 / 南京邮政局

南京（18 MAY 98/廿四年闰月廿八日）
—上海（19 MAY 98/廿四闰四月廿九日）

—上海日本客邮局（21 MAY 98）
—Yokohama, Japanese（26 MAY 98）

—Chicago, U.S.A.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贴日本邮票10钱)

NEWCHWANG / 10 MAY 98 / 
廿四闰三月二十日 / 牛庄邮政局

牛庄（10 MAY 98/廿四闰三月二十日）

目前未见销牛庄光绪廿四年闰月大圆戳实寄封片

FOOCHOW / 27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七日 / 福州邮政局

福州（27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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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NINGPO / 22 APR 98 / 廿四年闰月初二日 / 宁波邮政局

九江（19 APR 98/廿四年三月廿九日）
—上海（21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一日）
—宁波（22 APR 98/廿四年闰月初二日）

国内信函邮资2分

NINGPO / 7 MAY 98 / 廿四年闰三月十七日 / 宁波邮政局

宁波（7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七日）
—上海（8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八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Y 9 98）
—Hong Kong（MY 12 98）

—London, England（JU 13 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贴香港邮票1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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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PAGODA  ANCHO  GE / 23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三日 / 罗星塔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香港邮票10仙)

罗星塔（23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三日）
—Hong Kong（AP 28 98）

—Paris, France

PAGODA  ANCHO  GE / 25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五日 / 罗星塔

罗星塔（25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五日）
—Hong Kong（MY 4 98）

—Friedenau, Berlin, Germany（7 6 98）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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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PEKING / 30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十日 / 北京邮政局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北京（30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十日）
—上海（7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七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AY 9 98）
—Hong Kong（MY 13 98）
—Eger, Austria（13/6 98）

PEKING / 29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九日 / 北京邮政局

北京（29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九日）—上海日本客邮局（13 MAY 98）—U.S.A.

国际信函 10分
挂号 10分

20分
（加贴日本客邮共20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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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PEKING / 13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廿三日 / 北京邮政局

北京（13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三日）
—上海（19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九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AY 19 98）
—London, England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溢贴1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PEKING / 13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廿八日 / 北京邮政局

北京（18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八日）—上海（23 MAY 98/廿四年四月初四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AY 23 98）—Kiel, Germany（27.6.98）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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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SHANGHAI / 24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四日 / 上海邮政局

宁波（23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三日）
—上海（24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四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AP 25 98）
—Hong Kong（AP 28 98）

—Exeter, England（MY 30 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香港邮票10先时)

SHANGHAI / 30 APR 98 / 廿四闰三月初十日 / 上海邮政局

上海（30 APR 98/廿四闰三月初十日）
—上海英国客邮局（MY 2 98）

—Hong Kong（MY 6 98）
—Sydney, Australia（JU 2 98）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香港邮票共4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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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SOOCHOW  / 23 APR 98 / 廿四年闰月初三日 / 苏州邮政局

SHASI  / 28 APR 98 / 廿四年闰月初八日 / 沙市邮政局

沙市（28 APR 98/廿四年闰月初八日）

苏州（23 APR 98/廿四年闰月初三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AP 24 98）

国内信函邮资2分

目前未见销沙市光绪廿四年闰月大圆戳实寄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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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SWATOW / 6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十六日 / 汕头邮政局

香港明信片邮资1分

汕头（6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六日）
—Hong Kong（MY 7 98）

SWATOW / 10 MAY 98 / 廿四闰三月二十日 / 汕头邮政局

香港明信片邮资1分

汕头（10 MAY 98/廿四闰三月二十日）
—Hong Kong（MY 11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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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TAKU / 7 MAY 98 / 廿四年闰月十七日 / 大沽邮政局

SWATOW / 19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廿九日 / 汕头邮政局

汕头（19 MAY 98/廿四闰三月廿九日）—Hong Kong（MY 20 98）—法国邮船（21 MAI 98）—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贴香港邮票共10仙)

大沽（7 MAY 98/廿四年闰月十七日）
—天津

国内明信片邮资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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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广州（19 APR 98/廿四年三月廿九日）
—天津（4 MY 98/廿四年闰月十四日）
—天津（5 MAY 98/廿四年闰月十五日）
—北京（5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五日）

国内信函邮资2分

TIENTSIN  / 5 MAY 98 / 廿四年闰月十五日 / 天津邮政局

WENCHOW  / 7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十七日 / 温州邮政局

温州（7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七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MY 10 98）

国内信函 2分
续重 2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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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WUHU / 3 MAY 98 / 廿四闰三月十三日 / 芜湖邮政局

芜湖（3 MAY 98/廿四闰三月十三日）
—上海工部书信馆（MY 5 98）

国内信函邮资2分

闰月大圆戳四种标示方式 4 Methods of Denoting Intercalary Third Month

Ⅰ.廿四年闰月
24th Year intercalary M.

Ⅱ.廿四闰三月
24th intercalary 3rd M.

Ⅳ.三月(不置闰字)
24th Year 3rd M.

Ⅲ.廿四年闰三月
24th Year intercalary 3rd M.

邮局名称 P.O. Name 型号 Type 页数 Page  邮局名称 P.O. Name 型号 Type 页数 Page

1.厦门 Amoy Ⅱ 68 15.罗星塔 Pagoda Anch'ge Ⅱ 79

2.广州 Canton Ⅰ 69 16.北京 Peking Ⅱ 80, 81

3.烟台 Chefoo Ⅳ 70 17.上海 Shanghai Ⅱ 82

4.镇江 Chinkiang Ⅱ 71 18.沙市 Shasi Ⅰ 83

5.重庆 Chungking Ⅰ 71 19.苏州 Soochow Ⅰ 83

6.福州 Foochow Ⅱ 72, 77 20.汕头 Swatow Ⅱ 84, 85

7.杭州 Foochow Ⅱ 72 21.大沽 Taku Ⅰ 85

8.汉口 Hankow Ⅱ 73, 74 22.天津 Tientsin Ⅰ 86

9.宜昌 Ichang Ⅰ 74, 75 23.温州 Wenchow Ⅱ 86

10.九江 Kiukiang Ⅱ 75, 76 24.芜湖 Wuhu Ⅲ 87

11.琼州 Kiungchow Ⅰ 76 龙州、保定、北海及吴淞无1898年闰月大圆
戳使用记录。

Intercalary Month Dollar Chop of 1898 
had not been recorded from Lungchow, Pakhoi, 
Paoting & Woosong.

12.南京 Nanking Ⅰ 77

13.牛庄 Newchwang Ⅱ 77

14.宁波 Ningpo Ⅰ&Ⅱ 78

廿
四
局
闰
月
大
圆
戳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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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SHANGHAI 24 APR 98
上海/闰三月初四日
（见第82页信封）

WUHU 3 MAY 98
芜湖/闰三月十三日
（见第87页信封）

HANKOW 4 MAY 98
汉口/闰三月十四日
（见第73页信封）

FOOCHOW 27 APR 98
福州/闰三月初七日
（见第77页剪片）

CANTON 2 MAY 98
广州/闰月(十二日)

（见第69页信销票）

CHEFOO 26 APR 98
烟台/三月初六日
（见第70页信封）

PAGODA ANCH. 25 APR 98
罗星塔/闰三月初五日
（见第79页明信片）

TIENTSIN 5 MAY 98
天津/闰月十五日
（见第86页信封）

NINGPO 22 APR 98
宁波/闰月初二日
（见第78页信封）

CHEFOO 29 APR 98
烟台/三月初九日

（见第70页明信片）

SHANGHAI 30 APR 98
上海/闰三月初十日
（见第82页明信片）

SHANGHAI 1 MAY 98
上海/闰三月十一日
（见第82页明信片）

CHINKIANG 21 APR 98
镇江/闰三月初一日
（见第71页信封）

SOOCHOW 23 APR 98
苏州/闰三月初三日
（见第83页信封）

SHASI 28 APR 98
沙市/闰月初八日
（见第83页剪片）

光绪廿四年闰三月初一至廿九日大圆戳戳图   1st to 29 th Day of Intercalary Third Month , 1898

HANGCHOW 27 APR 98
杭州/闰三月初七日
（见第72页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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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日戳记载的一八九八年闰三月

KIUKIANG 12 MAY 98
九江/闰三月(廿二日)
（见第75页信封）

CANTON 11 MAY 98
广州/闰月廿一日

（见第69页明信片）

NANKING 18 MAY 98
南京/闰月廿八日
（见第77页信封）

SWATOW 19 MAY 98
汕头/闰三月廿九日
（见第84页信封）

NEWCHWANG 10 MAY 98
牛庄/闰三月二十日
（见第77页剪片）

KIUNGCHOW 9 MAY 98 
琼州/闰三月十九日
（见第76页信封）

ICHANG 17 MAY 98
宜昌/闰月廿七日
（见第74页信封）

AMOY 18 MAY 98
厦门/闰三月廿八日
（见第68页信封）

SWATOW 6 MAY 98
汕头/闰三月十六日
（见第84页明信片）

WENCHOW 7 MAY 98
温州/闰三月十七日
（见第86页信封）

PEKING 13 MAY 98
北京/闰三月廿三日
（见第81页信封）

HANKOW 14 MAY 98
汉口/闰三月廿四日
（见第73页剪片）

SHANGHAI 15 MAY 98
上海/闰三月廿五日
（见第82页信封）

SHANGHAI 8 MAY 98
上海/闰三月十八日
（见第82页信封）

CHUNGKKING 16 MAY 98
重庆/闰月廿六日
（见第71页信封）

TAKU 7 MAY 98
大沽/闰月十七日

（见第85页明信片）

光绪廿四年闰三月初一至廿九日大圆戳戳图   1st to 29 th Day of Intercalary Third Month , 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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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大清邮政一九零三年闰五月日戳

一九零零年初，八国联军入京，天津及北京邮局被抢掠后关闭，随后北京邮局1901年1月1日、天

津邮局于1901年3月1日重开（POSTAL SECRECTARY'S CIRCULARS NOS. 38 & 43）。大圆戳的使用在1899

年间被汉英小圆戳取替，小圆戳戳内月日用公历，无法标示阴历的闰月。以下一件1900年10月15日天

津寄德国的混贴邮资片上的天津汉英小圆戳15 OCT 00，即为闰八月廿二，聊备一格，待将来有缘能碰

上真正的闰八月日戳。天津邮局1900年遭受破坏而关闭，1901年3月1日重开，在此期间可能因情况而

定提供有限度邮递服务，本件10月15日邮资片即此即此一例，但是用汉英小圆邮戳，未能记载庚子年闰

八月。

癸卯年闰五月（1903年6月25日至7月23日）

癸卯年闰五月（1903年6月25日至7月23日）时，各地邮局已停止使用大圆戳，仅福州、苏州、芜

湖、保定和温州五地沿用，其中保定和芜湖均有一九〇三年闰五月大圆戳存世，前者大字闰三月，后者

大字闰月。

虽然大圆戳已渐式微，但各地邮局采用的其它日戳亦有标示闰月或闰五月，现提供数例供参考，计

有太原府和扬州两地的牌号戳，以及山东的日月戳及粗线小圆戳等等。

庚子年闰八月（1900年9月24日至10月22日）



25

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WUHU / 4 JUL 03 / 廿九年闰月初十日 / 芜湖邮政局

芜湖（4 JUL 03/廿九年闰月初十日）
—北京（JUL 1903）

国内信函邮资1分

河间府邮政局
—保定（22 JUL 3/闰五月廿八日）

—北京（23 JUL 1903）
—牛庄（25 JUL 03）

—俄国客邮局（俄历13 Ⅶ 1903/1903.7.26）
—Nord, France（15 8 03）

—改投Mouscron, Belgium（18 AOUT 03）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俄国客邮10戈克)

PAOTING / 22 JUL 3 / 闰五月廿八日 / 保定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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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太原府邮政局 / 癸卯年闰月廿二日

太原府（癸卯闰月廿二日/1903.7.16）
—北京（23 JUL 1903）
—牛庄（27 JUL 03）

—via Siberia—England

国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俄国客邮共4戈克)

扬州 / 湾子街邮政官局 /又月初六

国内信函 1分
挂号 5分

6分

扬州湾子街邮政官局（又月初六）
—扬州邮政分局

—扬州（光绪念九年又五月初六日/1903.6.30）
—镇江（1 JUL 03）

—北京（3 JUL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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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廿九年闰五月初十日/ 大清邮政分局 / 山东沙河

柳疃邮政局
—沙河（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初十日/1903.7.4）

—烟台
—北京（11 JUL 1903）

国内信函邮资1分

 廿九年闰五月十七日/ 大清邮政分局 / 山东黄县

北京西四牌楼邮政分局
—北京（5 JUL1903）
—烟台（9 JUL 03）

—黄县（廿九年闰五月十七日/1903.7.11日）

国内信函邮资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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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廿九年闰五月初五日/ 大清邮政分局 / 山东博山

博山（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初五日/1903.6.29

请求盖销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德国客邮5芬尼)

青州（廿九又十二日[冬月误植又月]/1902.12.11）
—潍县（DEC 14 1902）—胶州（15 DEC 02）

—青岛德国客邮局（12/12 02）
—Bestellt, Germany（21/1 03）

青州 / 廿八又【冬月误植又月】十二日/ 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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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公事免资

国内信函邮资1分

即墨 / 廿九又初一日/ 邮政局

诸城 / 廿九又五十七/ 邮政局

即墨（廿九又初一日/1903.6.25）
—青岛

高密（JUL 9 1903）
—胶州（9 JUL 03）

—诸城（廿九又五十七/190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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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戳研究资料列表

◆摘录自台湾邮文联宜会2007年版《大圆戳探索（1897-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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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戳研究资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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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戳研究资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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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戳研究资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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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大清邮政一九零三年闰五月日戳

一九零零年初，八国联军入京，天津及北京邮局被抢掠后关闭，随后北京邮局1901年1月1日、天

津邮局于1901年3月1日重开（POSTAL SECRECTARY'S CIRCULARS NOS. 38 & 43）。大圆戳的使用在1899

年间被汉英小圆戳取替，小圆戳戳内月日用公历，无法标示阴历的闰月。以下一件1900年10月15日天

津寄德国的混贴邮资片上的天津汉英小圆戳15 OCT 00，即为闰八月廿二，聊备一格，待将来有缘能碰

上真正的闰八月日戳。天津邮局1900年遭受破坏而关闭，1901年3月1日重开，在此期间可能因情况而

定提供有限度邮递服务，本件10月15日邮资片即此即此一例，但是用汉英小圆邮戳，未能记载庚子年闰

八月。

癸卯年闰五月（1903年6月25日至7月23日）
癸卯年闰五月（1903年6月25日至7月23日）时，各地邮局已停止使用大圆戳，仅福州、苏州、芜

湖、保定和温州五地沿用，其中保定和芜湖均有一九〇三年闰五月大圆戳存世，前者大字闰三月，后者

大字闰月。

虽然大圆戳已渐式微，但各地邮局采用的其它日戳亦有标示闰月或闰五月，现提供数例供参考，计

有太原府和扬州两地的牌号戳，以及山东的日月戳及粗线小圆戳等等。

庚子年闰八月（1900年9月24日至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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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WUHU / 4 JUL 03 / 廿九年闰月初十日 / 芜湖邮政局

芜湖（4 JUL 03/廿九年闰月初十日）
—北京（JUL 1903）

国内信函邮资1分

河间府邮政局
—保定（22 JUL 3/闰五月廿八日）

—北京（23 JUL 1903）
—牛庄（25 JUL 03）

—俄国客邮局（俄历13 Ⅶ 1903/1903.7.26）
—Nord, France（15 8 03）

—改投Mouscron, Belgium（18 AOUT 03）

国际信函邮资10分
(加贴俄国客邮10戈克)

PAOTING / 22 JUL 3 / 闰五月廿八日 / 保定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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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太原府邮政局 / 癸卯年闰月廿二日

太原府（癸卯闰月廿二日/1903.7.16）
—北京（23 JUL 1903）

—牛庄（27 JUL 03）
—via Siberia—England

国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俄国客邮共4戈克)

扬州 / 湾子街邮政官局 /又月初六

国内信函              1分
挂号 5分

6分

扬州湾子街邮政官局（又月初六）
—扬州邮政分局

—扬州（光绪念九年又五月初六日/1903.6.30）
—镇江（1 JUL 03）

—北京（3 JUL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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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廿九年闰五月初十日/ 大清邮政分局 / 山东沙河

柳疃邮政局
—沙河（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初十日/1903.7.4）

—烟台
—北京（11 JUL 1903）

国内信函邮资1分

 廿九年闰五月十七日/ 大清邮政分局 / 山东黄县

北京西四牌楼邮政分局
—北京（5 JUL1903）

—烟台（9 JUL 03）
—黄县（廿九年闰五月十七日/1903.7.11日）

国内信函邮资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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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廿九年闰五月初五日/ 大清邮政分局 / 山东博山

博山（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初五日/1903.6.29

请求盖销

国际明信片邮资4分
(加贴德国客邮5芬尼)

青州（廿九又十二日[冬月误植又月]/1902.12.11）
—潍县（DEC 14 1902）—胶州（15 DEC 02）

—青岛德国客邮局（12/12 02）
—Bestellt, Germany（21/1 03）

青州 / 廿八又【冬月误植又月】十二日/ 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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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光绪廿九年闰五月大圆戳

公事免资

国内信函邮资1分

即墨 / 廿九又初一日/ 邮政局

诸城 / 廿九又五十七/ 邮政局

即墨（廿九又初一日/1903.6.25）
—青岛

高密（JUL 9 1903）
—胶州（9 JUL 03）

—诸城（廿九又五十七/190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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