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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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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扛南
,

水运是林常重 要的交通方式
。

本丈 利 用清代盗案材并
,

其体分析 当时的水路交通 网及水运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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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自古之
“

南船北 马
”

说一样
,

在江

南
,

水运是极其重要的交通手段
。

明代竭力于

讨伐楼寇的俞大酞在其 《正气堂集 卷七 论

宜整溯河船 》中是如此描述江南的交通情况

的
“

常
、

镇
、

苏
、

松
、

嘉
、

杭
、

湖内之地
,

沟河交错
、

水港相通
。

惟舟揖之行
,

则周流无

滞
,

而步行马驱
,

每一二里必过一桥
,

或百五

十里
,

必船渡而后得济
。 ” ①从中可知长江下游

以南地区水运之便
。

至今为止
,

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方面已有

很多成果 ② ,

但有关江南水运的研究相 比之下

就显得很不充分 ③。

而且
,

尽管众所周知水运

是江南极其重要的交通手段
,

但有关江南民众

每天是如何具体地利用水运的史料
,

却非常稀

少
。

所以本稿着眼于清代在运河
、

水路航行过

程中
,

船只在停船时遭遇盗贼的相关档案史

料
,

并以这些史料为中心论述舟运在江南民众

日常生活中的利用情形
。

二 江南的水路网

江南自古就利用舟船进行水运
。

水运所利

用的水路也像网 目似地通向四面八方
。

但是
,

若说到这些水路的干线
,

则还是要属从北京到

杭州
、

贯穿 公里的
“

京杭大运河
” 。

这条

运河流至江南
,

在扬州附近经 闸门与长江合

流
,

再由镇江转为运河流至杭州
。

因此
,

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
,

江南的干线水路指的便是由镇

江到杭州的大运河部分
。

有关这条水路
,

成书

子乾隆三十九年 的清代旅程书 天下

路程示我周行 》序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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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以集中了解到从江南省城至北京崇文门之

间的进京水路 从同书中可以集中了解到从苏

州府至松江府
、

从苏州府至南翔镇
、

从苏州府

至芜湖县
、

从苏州府至太仓州
、

从扬州府至通

州之间的水路路程 又从同书下可以集中了解

到从浙江省城沿绍兴府至南海
、

从浙江省城至

上海县之间的水路路程
。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水

路在清代江南水路中的重要性
。

另外
,

作为上

述水路起点的苏州府
、

常州府
、

扬州府
、

杭州

府
、

镇江府
、

松江府
、

太仓州等地为州府的府

厅所在地
,

也历然在记
。

作为一个具体实例
,

《天下路程示我周行 》中集的 从苏州府经双

塔至松江府的水路 》中如此记载

从苏州府经双塔至松江府的水路

苏州府阁门 新开河塔 双塔

船 五里 盘 门 九里 封门 六里

天锡 六里 独树湖 六里 高店

大八间村 六里 大窑 十八里

三十里 双塔 十八里 淀 山湖

里 谢寨门巡 司 十二里 南路

柳湖 十八里 松江府

夜航

黄

六里

陈湖

十八

十八里

由此可知
,

从苏州府的闻门至松江府的水

路共计 里
,

约 公里的距离
。

途中有

处靠航地
。 ④清袁学澜的 《吴郡岁华纪丽 》卷

三 《荡湖船 中载
“

吴故水乡
,

非舟揖不行
。

苏城内外四面环水
,

大编小舫
、

蚁集鱼贯
。 ” ⑤

这一记载表现了苏州一带以舟船为交通工具的

水运状况
。

江南水路网的状况在各地的镇志中也有记

载
。

有关江苏省江都县邵伯镇的甘棠
,

咸丰五

年 的 《甘棠小志 卷一 《建置 》中记

载
“

镇当南北水陆孔道
、

行旅往来
。 ” ⑥

有关 江 苏 省无 锡 县 的梅 里
,

道 光 四 年

重刻的 梅里志 卷二 建置 》中则

有如此记载
“

运河 自京 口 而来
,

下达苏杭
,

绵亘八百余里
,

南北往来之孔道也
。 ” ⑦有关江

苏省吴江县 的黎里镇
,

嘉庆十年 的

黎里镇 》卷二 形胜 》中是如此记述的
“

每

日黎明
,

乡人咸集
,

百货贸易
,

而米及油饼为

尤多
,

舟揖塞港
。 ’, ⑧可见

,

黎里镇的繁荣与水

路航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

浙江省桐乡县的乌青镇的情形
,

民国二十

五年 的 乌青镇志 卷二 十一 工

商
、

航业 》中如此记载
“

航业市集之繁盛
,

全恃交通之便利
。

吾镇虽无铁道公路之通达
,

但轮舟往来
,

快班船
、

旧式航船
,

逐 日来往各

埠
。 ” ⑨可见

,

乌青镇的位置虽远离铁路干线
,

但因有水路
,

可用汽船
、

旧式帆船航行
,

所以

未见交通不便的情况
。

于是
,

乌青镇利用江南

水乡的水路网形成发达的水上运输
,

而发展成

为大镇
。

有关浙江省嘉兴市所属的新丰镇的水运状

况
,

在民国三十四年 的 《新丰镇志略

初稿 》第六章 交通 中有如下记载
“

我镇

往日之交通工具
,

只藉载船以通达各埠
。

追清

季末年
,

有绍兴快班船
。 ” 。可见

,

在嘉兴附近的

交通运输中依赖舟航运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

另外
,

有关上海松江县的张泽镇
,

在清代

《张泽镇 》卷四 《船揖 》中有如下记载
“

本庄

水上交通有张陆二姓民
,

航船各一艘
,

俗称张

家船
、

陆家船
。

船每 日载旅客
、

带商货驶松江

郡城
,

早开暮返
。 ’,

可以推测
,

当时在各镇有

专门从事行舟的业者
。

有了专门从事行舟的业者
,

理所当然也应

有造船的业者
。

这一事实在民国 乌青镇志 》

中可见一斑
“

凡客船
、

驳船
、

田庄船等
,

均

有制造工司
,

有黎里人
、

本地人两帮厂房
。 ” 。

可见
,

客船和驳船都是由专业人员生产的
。

那么利用这些水运航行需要花多长 时间

呢 我们来看看清代运送进 口的 日本铜的档案

史料
。

乾隆三十一年 “ 九月的户部移会

文中记载如下

自苏州府至扬 州府水路 四 百 四十里
,

又 自扬州府至济宁州南旺计水路一千二百

九十五里
,

共一千七百 三十五里
。

系逆水

每 日行三十里
,

应限行五十八 日 。

自南旺

至天津府计一千三 百二十四里
,

系顺水每

日行五十里
,

应限行二十七 日 。

自天津府
至保定府计三 百九十里

,

系逆水每 日行三

十里
,

应限十三 日
· ·

二 自汉 口 由 大江至扬

州府计一千五百九十里
,

系顺水按 日行五

十里
,

应限行三十二 日
。 。

由上可知
,

顺水的情况下
,

在大运河和长



江上航行一 日都是 里 而逆水的情况下

则是以一 日 里的基准进行航行
。

三 清代江南水路

航行的实态

在清代的档案史料中
,

江南民众在船舶

航行中遭遇盗贼而受害的记载
,

随处可见
。

这

些记载系追捕盗贼的官吏所写的报告
。

本节想

要阐述的便是从上述史料中归纳出的内容
,

即

江南民众在 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水路进行舟

运活动的
。

一 苏州府治下的航运

元和县治下的航运
“

据元和县详称
,

雍正八年三月初十 日据

无锡县民王宗元报
,

为截路抢夺叩赐通详缉究

事
,

内称痛身同侄王四
,

于今三月初九 日船载

猪
、

米
,

来苏投牙集卖
。 ’, 。这一例表明雍正八

年 从无锡至苏州间的舟运被利用于运

送米和猪肉
。

元和县治下的航运
“

据元和县详称
,

雍正十年九月十四 日据

事主梅尚臣呈
,

为行舟被劫事
,

词称窃身嘉兴

府桐乡县人
,

揭贩衣服
、

绵铀等货往正仪
、

双

凤等处
,

货卖回家
,

于九月十二 日夜舟至尹山

停泊
,

十三 日五更时分开至台治夹浦桥地方
,

遭盗一伙
。 , , 。

从以上事例可知
,

雍正十年 嘉兴

府桐 乡县人梅尚臣曾用舟船贩卖衣料至苏州东

部的正仪附近的事实
。

吴江乡村的航运
“

据吴江县详称
,

雍正十年九月十二 日据

单差王宋察
,

为察明事
,

内称窃身蒙差催杭欠

本年折银顽户
,

随即雇小船于初七 日往乡
,

行

至邱舍汲水港地方
,

时因风大停泊住宿
。 ” 。

以上事例证实雍正十年 在吴江县

近郊
,

小船曾被用于征税
。

吴江县治下的航运
“

吴江县报案内开道光元年十一月初九 日
,

据事主震泽县民陈景源报称
,

伊往嘉兴置货
,

十一月初七夜
,

船至吴江吉庆地方被盗 ⋯ ⋯同

日又据事主 马秉汇呈称
,

伊载货船至嘉兴交

卸
,

十一月初七夜至吴江七里湾地方被盗 ⋯ ⋯

同 日又据事主浙江仁和县民徐春泉报称
,

伊由

苏州回籍
,

十一月初七夜船至吴江唐家路地方

被害 ⋯ ⋯
’, 。

道光元年 同一犯人袭击三条客船

的这一事件提供 了从吴江至嘉兴
、

吴江至浙

江
、

仁和间船舶航行的具体实例
。

而这条航路

正是准确无误地位于大运河的航路上
。

常州府治下的航运
“

据常熟县详称
,

乾隆八年十月二十九 日

准如皋县关开
,

本年十月二十二 日据蔡基汉

呈
,

为据实报明事
,

内称切身胞弟蔡基龙有如

字八号船一只于南河周家港
。

今十月十五 日身

将壮猪
、

棉花
、

黄豆等物令弟 同水手 陈宏远

等
,

运至常熟县六院镇发卖
。

至十六 日天将明

时
,

行 至 普 玉 沙 南 寻 与 沙 北 霞
,

有 匪 船 一

只
。 ” 。

由上可知
,

乾隆八年 在苏州省通

州治下的如皋县居住的蔡基龙有自己的船
,

并

用其运载猪
、

棉花至常熟县进行交易
。

这至少

可以证明他横渡长江的事实
。

常熟府治下的航运
“

据常熟县详称
,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十

日据金匾县船户周安万察称
,

窃身操舟为业
,

今二月初九 日有吴静安倩身船
,

载造糯米拾石

五斗在舱
,

并造糯米三石
、

贮放船头来治集

卖
。

行至宝岩时已二更
,

将至烧香
,

洪泊近西

湖阔井处
。 , , 。

这是乾隆二十三年 常州府金匾县

的操船业周安万从事输送业的实例
。

从中可以

推测
,

从金匾县即现在的无锡到苏州是通过大

运河的航路航行的
。

长洲县治下的航运
“

据苏州知州汪云任详
,

据长洲县知县景

寿春详称
,

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一 日据地保张汉

山报
,

据丹徒县职员郭凌军
、

民人陶以交等报

称
,

伊等合雇陈添桂船只
,

往浙江置买烟叶
。

八月初一 日黎明
,

行至长洲县潘家角地方被逃

驾船
。 , , 。

由上可知
,

道光十七年 镇江府治

下的丹徒县的职员和 民众共同雇船前往浙江购

买烟草
,

途中在苏州附近遭遇盗贼
。

这一事例

表明从临近长江的镇江至杭州间的大运河有行



舟记录的实例
。

二 常州府治下的航运

荆溪县治下的航运
“

据荆溪县详称
,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 日
,

据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叶德福报
,

为大盗劫

杀事
,

内称生系平湖人
,

带银三百九十两有

余
,

摇船一只
、

同伙四人
,

俱上杂谷路由台治

徐舍地方
。

本月二十六 日
,

船歇徐舍镇店 口河

下
。

时及 二 更 忽遭 大 盗 拾 数 余
,

凶 驾船 两

只
。 ” 。

从上可知
,

雍正七年 嘉兴府平湖

县的监生在运送米途中于常州府附近遭袭
。

这

应该是经大运河从嘉兴府航行至常州府的具体

实例
。

荆溪县乡村的航运
“

据荆溪县详称
,

雍正十年九月二十九 日
,

据沈有德报
,

为报明失窃事
,

内称身系浙 民
,

借本投治贩猪生理
。

于本月二十八 日夜船泊宜

农桥地方
,

意欲投杨令望牙行买猪
。 ’, 。

由上可知
,

常州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并与浙

江省北部相接
,

以其太湖沿岸的位置来看无疑

是水上交通的枢纽
。

荆溪县乡村的航运
“

据常州府详
,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
,

据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民孟廷贤
、

范世忠报
,

为

报明事
,

内称身等籍乌程
,

合本贸易
。

于本月

二十六 日夜
,

船至荆溪县
,

泊于治下徐舍镇地

方
。

不意是夜三更时分
,

身等睡卧被盗
。 ” ⑧

由上可知
,

乾隆八年 浙江省乌程

县民在用船进行交易活动的过程中于荆溪县治

下的徐舍镇地区遭遇盗贼
。

乌程县和荆溪县的

位置关系是乌程县属于浙江省治下
,

位于太湖

的稍南边 而荆溪县则属于常州府治下
,

位于

太湖的西边
。

徐舍镇沿着荆溪
,

荆溪县也沿着

荆溪
,

只是徐舍镇位于更上游
。

从 中不难推

测
,

荆溪是作为太湖内的水路被利用的
。

荆溪县治下太湖附近的航运
“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八 日
,

访得卑 荆

溪 县乌溪相近之湖面
,

放初九 日夜有米船被

劫之事
,

随移会营汛协查去后
,

二十一 日据典

史孙压详称
,

十一月十二 日据宜兴县开上区十

图吴加升察
,

为失窃首关叩详缉追事
,

词称身

准宜 邑船
,

载糙米四十七石往浙货卖
。

龄本月

初九 日夜泊船乌溪地方
。

是夜睡熟
,

被贼钻

入
。 ” 。

宜兴县的吴加升雇宜兴县的船只运送糙米

四十七石前往浙江
,

卖却还乡之际于荆溪县治

下太湖湖面的乌溪地方遭盗贼侵袭
。

由此可

知
,

太湖是连接宜兴和浙江省内各地区的重要

航路
。

荆溪县乡村的航运
“

据荆溪县详
,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

日据吴民邱殿玉察称
,

窃身系宝山县唐逸恭米

店帮伙
,

龄本月四月二十四 日
,

店主令身出外

染米
、

雇瞿大成船只
,

带有银钱七百余金
。

放

二十八 日行至洛城桥地方停泊
,

不意砖是夜更

深时分被盗
。 , , 。

由上可知
,

苏州府治下的吴县民邱殿玉是

太仓州治下宝山县唐逸恭米店的店员
,

奉主人

的命令持银前往荆溪县购米谷
,

并为运送米谷

而雇佣船只的实例
。

武进县城外的航运
“

据武进县详称
,

雍正九年六月二十八 日

据楼莺乡二十五都五面事主钱秉文
、

张考先

报
,

为停舟被劫事
,

内称身系借本贩解生理
,

今六月二十一 日
、

身往戚墅堰谢茂承行内贩买

麻豆饼共七十余石
,

见有发票可据
。

至二十四

日晚到家
,

将船停泊河边
。

二十五 日身往宜 邑

官村行内探听饼价低昂
。

有伙伴张考先在船看

守
,

诅料是夜被盗
,

将身饼撑往羊家塘旷野地

方
。 ”

这是雍正九年 武进县楼莺乡的住

民利用水运进行商业活动的实例
。

戚墅堰沿大

运河
,

位于武进县的东南
,

因此可知乡民是利

用大运河及常州府内的水路进行航运的
。

无锡县城外的航运
“

据无锡县详称
,

雍正十年十月十二 日据

吕天长察
,

为停舟被劫事
,

内称身系杭州仁和

县民
,

于本年九月二十八 日在苏州雇太船一

只
,

往宜兴贩卖和谷
。

二十九 日夜
,

船泊台治

盛店桥地方
,

身与船户熟睡
,

被盗
。 ’, 。

雍正十年 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民

吕天长雇船前往宜兴
。

苏州与宜兴隔太湖东西

相望
,

因此 由上可知这艘船是横穿太湖而至宜

兴的
。



常州府阳湖县近郊的航运
“

据阳湖县详称
,

乾隆二年十月初五 日据

陈能约察
,

为行舟被劫事
,

内称身系苏州府长

洲县人
,

欲到杨巷史禄余行内泉米
。

于本月初

三 日黄昏时候路过台治
,

八四房坟前港内有大

船一只装盗十余人各持刀棍跳至船中
,

劫去银

两等物
。 ” 。

由上可知
,

乾隆二年 苏州长州县

人陈能约驾舟前往常州府治下的阳湖县购买米

谷
。

常州和苏州间的距离约是 公里
。 。

常州府阳湖县近郊的航运
“

据阳湖县详称
,

乾隆九年四 月二十八 日

据杭州府仁和县 民张 昆 良察报为匪猖 叩赐缉

事
,

内称身籍仁和
,

在嘉
、

杭等处盐行帮伙
。

本月十四 日雇潘圣祥船
,

往漂阳各盐铺兑收盐

课银三百八十三两一钱 口口口厘
,

包贮船舱
。

二十六 日行至 台治汲墅桥地方停泊
。

夜半时

分
,

被贼抽帮上船
。 ” ⑩

乾隆九年 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县

民张昆 良在常州府治下遭匪贼袭击
。

张昆 良从

事的是贩盐生意
。

卖却专卖盐所得的银两作为

盐的课税银从镇江府治下漂阳县的各盐铺征

收
。

这些银两在运至常州府的途中遭侵袭
。

与

张昆 良的贩盐生意有关系的是
,

在清代的历代

王朝贩卖盐的专卖地区是被指定的
。

即张昆 良

被指定贩卖的是两浙盐区的一部分地区
。

据周

庆云的 盐法通志 》所载内容
,

两浙盐的销路

包括浙江全域及江苏省的苏州府
、

松江府
、

常

州府
、

镇江府
、

太仓州
。 ⑧江苏省长江以南近

河 口的五个地区也属于两浙盐的经销区
。

据雍

正 救修两浙盐法志 》所载的内容
,

两浙的行

盐区在江南有苏州府
、

松江府
、

常州府
、

镇江

府
、

徽州府
。

雍正八年傈阳县属镇江府管辖

内
,

因此 只有江宁府的漂阳县是两浙的行盐

区
。 。以上 的各 内容都说明镇江府的漂阳县属

于两浙盐的贩卖区域
。

上述航运具体地反应出

当时行盐区贩盐的实况
。

江阴县下的航运
“

据江阴县详称
,

乾隆九年十月十二 日据

王佛报
,

为报 明被劫事
,

内称身系常熟县人

民
,

置有棚船一只
,

向代华墅镇各店铺往苏代

置货物
,

回则照帐交卸
。

本月初七 日船回时值

更深
,

将船停泊湖塘桥南湾
。

身同甥杨摇船
,

辛苦 睡 熟
。

不 料 有 贼 黔 数 人 上 船
,

身等惊

觉
。 ’, 。由上可知

,

常州府常熟县的王佛用 自己

的棚船承接江阴县华墅镇店铺的生意
,

从苏州

购入商品再将其送往华墅镇的店铺
。

常州府清江县治下的航运
“

据清江县详称
,

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三

日据镇江府丹徒县米客朱元吉察
,

为察明被盗

情由事
,

内称窃身借本上运嘈晏灿郁行买稻并

糙米
,

雇梁山船
,

装至大桥董世高
、

朱超凡行

内
,

雇王成裕船装送江南
。

因风水不便
,

本月

二十一 日晚停泊烂港 口江心阴沙
。

不料夜深潮

长
,

身等熟睡
,

被盗
。 ” 。

常州府的清江县远离长江以北
。

上述是从

镇江来的米商于清江县用船只运送购买的米谷

的具体实例
。

三 镇江府治下的航运

漂阳乡村的航运
“

据傈阳县详称
,

雍正十年正 月二十七 日

据沈大伦察
,

为叩缉恩追事
,

词称身系杭州海

宁县人民
,

契本往高淳口上案买和米
。

于本月

二十六 日行至歇
,

到二更时分遭大盗架敞船二

只
。 ” ④

上述是雍正十年 浙江海宁县县民

于镇江府下的漂阳县遭遇盗贼的事件
。

他所取

的航路可推定为是从海宁出嘉兴府经大运河至

镇江府治下的丹阳县附近
,

然后经 由金坛运

河
、

昆仑河
,

即现在的丹金深潜河至漂阳县
。

或可认为是先横断太湖的一部分
,

然后入荆溪

经宜兴至漂阳县的航路
。

傈阳乡村的航运
“

据深阳县详称
,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九 日

据李大成
、

丁茂安报
,

为大盗劫杀
、

号详缉究

事
,

内称身系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居民
,

契本

银三百四十两
、

铜钱一十二千
,

雇身表弟陈殿

龙船只
,

往金坛采买元米
。

于本月二十八 日
,

行至台治地方
,

准阳树头村金家稻行门首歇
。

夜二更时分
,

遭盗一彩
。 ,

”

上述事例讲述的是雍正十年 湖州

府德清县新市镇居民李大成
、

丁茂安等为购米

谷而赴镇江府金坛的事例
。

从中可以推测他们

利用了相当一部分大运河的水路
。

丹阳县城外的航运



“

据丹阳县详称
,

案于乾隆二十三年三月

初四 日据周以兴报称
,

窃身丹徒县人
,

偕黔阮

君弼
,

由常熟卖货回里
。

于三月初一 日在常熟

顺搭徐受舍船只
。

初三 日在宪治马桥停泊
,

是

夜被盗
。 , ,

。

由上可知
,

乾隆二十三年 丹阳县

人周以兴同其商业伙伴阮君弼坐船去常熟
,

归

程时则雇佣了其他的船只
。

丹徒县近郊的航运

丹阳县民王靖章与浙客张姓
,

于乾隆三年

六月十八 日夜
,

同舟行至丹徒县辛丰金涵 口地

方被盗
。。

上述是乾隆三年 位于大运河水域

的镇江府丹阳县县民王靖章和一可能为浙江商

人的张某同舟赴镇江附近的丹徒县
,

途中遇盗

贼被害的事例
。

从中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利用

的是大运河的航路
。

四 江南内河航行的船舶

本节想要阐述的是根据诸文献来考察当时

在江南航行的船舶
,

到底有哪几种

清代乾隆年 间金友理的 太湖备考 》中

载
“

以舟揖为艺
,

出入江湖
,

动必以舟
,

故

老稚皆善操舟
,

又能泅水
。 ”。可见

,

太湖周边

的人 自小就擅长操船
。

太湖船是在河川及湖水

中都能航行的船舶
。

在上述档案中记载的江南民众时常利用的

船舶中有航船
。

有关这航船在明治时期调查的

日本人的记录中也可见到
。

《支那省别全志 》

第十五卷 江苏省 》第三章 民船 》中详细记

载了航船的形状
。 。可见

,

航船作为江南地 区

共乘船而被普遍利用
。

航船的名称 自古即有
。

据宋赵彦卫的 《云

麓漫钞 》卷六载
,

宋代的江南尤其是现在的浙

江省附近用来载客航行的船舶称作航船
。

另外
,

清徐坷的 《清稗类钞 》载
“

浙江

庙水州县各乡皆有航船
。

男女老幼杂处其中
。

以薄暮开驶者为多
。

解缆时
,

鸣铜锣为号以告

大众
。

邮政未通信局未设之处
,

且为人寄递函

件
,

阁或误
。 ” 。可见

,

航船是江南水乡地 区重

要的交通工具
,

同时亦是办理输送业务以及通

信手段的代理者
。

同书载
“

班船
,

江苏之称

航船也
。

曰 班船
,

喻其往来有定
、

更番 为代

也
。 ” 。可知

,

航船在江苏地方被称作班船
,

定

期航行是营业 目标的重点
。

“

划船
,

以竿进舟谓之划
,

而俗 以用桨者

为划
。

伸足推之
,

进行甚速
,

绍兴人精此技皆

男子也
,

谓之划船
。

常往来龄江浙间
。 ”

可知
,

江南水乡普遍可见的划船是用竿使船前进的
,

而这竿被称作划
。

用桨也被称作划
,

以腿的伸

缩推进使船加速
,

此技尤以绍兴人见长
。

所有

驾船之人 皆为男子
,

叫做划船
。

经常在江浙间

航行
。 。

“

满江红
,

船名
,

江淮之船也
。

船之 门为

斜面
,

其大小有一号至五号之别
,

五号最大
。

行时
,

不论风 之顺逆
,

必 使 帆
,

以 妒佐之
。 ”

自明代便知名的满红江是江淮的船名
。

船门为

一斜面
,

其 中有大小一 至五号
,

以五号为最

大 航行之际与风的逆顺无关
,

必使用帆
,

妒

则作为补助被使用
。 。

“

无锡快者
,

无锡人所泛之船也
。

往来放

苏之苏州
、

松江
、

常州
、

镇江
、

太仓
。

浙之杭

州
、

嘉兴
、

湖州
。

买掉者问船之大小
,

则于单

夹共
、

双夹共之外
。 ”

可知
,

出现 了以地名命

名的船只
。

无锡快是无锡人航行时使用 的船
。

在江苏的苏州
、

松江
、

常州
、

镇江
、

太仓及浙

江的杭州
、

嘉兴
、

湖州均能见到
。

买掉者间船

的大小
,

选择一两组
。 。

清稗类钞 》中同时记载了
“

满江红
、

无

锡快诸舟之往来江浙 间也
。 ”

可知
,

满红江
、

无锡快等各种船航行于江苏
、

浙江等地区
。

综上所述
,

江南水乡航行着各种名称的船

舶
。

尤其是运载货物和旅客的定期航行的船舶

被称作航船
。

有关清代江南民船的航行能力
,

字林洋行

的 《沪报 》第六十六号 中载
“

查苏州至 沪
,

民船须四五 日不等
,

风苟不顺则 尚不止此数
。

苟用小轮船则不过一 日夜耳
。 ” 。可见

,

苏州和

上海间 多公里的距离民船需航行 四
、

五

日
。

这一速度与先前所述 顺水情况下在大运

河
、

长江航行一 日 里
,

逆流的情况 下一 日

里的速度基本相符
。

因此
,

这可以说是当

时的一般速度
。



五 小 结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明确了解到在江南水乡

地区船舶有着多方面的用途
。

在公用方面被用

于运送公金
、

积载公物前往有关机关
,

即作为

运输工具
。

另外
,

也被用于官吏移动的交通工

具
。

在私用方面
,

船舶一方面作为运输工具由

民间的民众将大量或少量物资运往各地
。

另一

方面
,

因其移动的特性还作为交通工具输送旅

客
。

更值得一提的是船舶还传送私信
,

担任了

通信手段的一部分职能
。

总之
,

在清代江南船

舶是交通工具
,

也是运输工具
、

通信工具
。

程菲菲译
、

曾焕棋校

①俞大酞 正气堂集 全 册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

刻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
。

②以清代为中心的江南市镇研究方面
,

具有代表性的

研究成果如下

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年 月
。

樊树志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年
。

森正夫氏编 江南尹沙 夕市镇研究一历史学 己地

理学力
、

乌内接近一 」 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 一 从历史

学和地理学的角度 名古屋大学 出版会
,

年

月
。

陈学文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北京群言

出版社
,

年 月
。

滨敦俊氏
、

片山刚氏
、

高桥正 氏编 「华中
·

南尹

沙夕农村地调查报告书 」 「天阪大学文学部纪要 』第

三四卷
,

年 月
。

川胜守氏 「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七社

会形成刃历史学一 」 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 一 空

间与社会形态的历史学 》 汲古书院
,

年 月
。

江南市镇研究的间题整理在川胜守 氏的成果 中

页一 页 有详细介绍
。

③ 年以前的调查成果有满铁调查部编写的 中支

的民船业 博文馆
,

年 月
。

同附录 中支的民

船业 附录 实态调查基本诸表 》进行 了详细的调

查
。

人民交通 出版社 的 中国水运史丛书 中也有

江苏航运史 古代部分 人 民交通出版社
、

年 月 和 浙江航运史 古近代部分 人民交通

出版社
、

年 月 的内容
,

但都是以海洋史
、

潜

运史为中心
,

并未详细地提到有关江南水乡内的水运

史的情况
。

松浦章 有关 明代江南的水运 》
,

载 山根幸夫

教授退休明代史论丛 汲古书院
,

年 月
。

松浦章 《有关清代州的水运 》
,

载 《关西大学文

学论集 》第四八卷第三号
、

年 月
。

松浦章著
、

姚传德译 《清代 州的水运
,

载唐力

行主编的 《家庭
·

社区
·

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黄山书社
,

年 月
。

④杨正泰校注 《天下水陆路程
·

天下路程图引
·

客商一

览醒迷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年 月
。

⑤ 吴郡岁华纪丽 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

江苏古籍出

版社
,

年 月
,

第 页
。

⑥ 中国地方志集成
·

乡镇志专辑 》一六 江苏古籍

出版社 页
。

⑦⑧⑨⑩ 同上书一
,

页 一二
,

页 二

三
,

页 一九
,

页 一
,

页 二三
,

页
。

据 中央研 究 院历 史 语 言研 究所 所 藏 明 清档 案

移会
。

。 ⑧ ⑧。 ①。函函 明清档案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⑧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 刑部档案 七 七五

案卷 七一三六案卷
。

① 全国交通营运线路里程示意图 》 第二版 人 民

交通出版社
,

年 月
。

浙江省 杭嘉湖地区

一 页
。

周庆云 盐法通志 》卷五 《疆域
·

两浙
。

史学丛书 《两浙盐法志 》
、

页
。

清史稿 卷五十八 地理五
。

。④④ 函 ⑩ 明清档案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⑩金友理 太湖备考 卷六 风俗 》
。

江苏古籍 出版

社
,

年 月
,

页
。

支那 省别全 志第十 五卷江苏省 东亚 同文会
,

年 月
,

页
。

。 ⑧ 徐坷 清稗类钞 稗九十
,

舟车类
。

光绪八年六月十九 日 年 月 日 该报 西

报论内河轮船 》
。

附记 本稿是 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

清代内河航运史研究 」 研究代表者
·

松浦章 的

成果的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