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
文
化
观
︼

从︽
清
明
上
河
图
︾看
北
宋
的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青未了·人文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郑学富

繁华热闹的汴京街市、鳞次栉比
的酒肆商铺、远来的骆驼队、驴车、牛
车、汴河上千帆竞发的船只……上千
个动态人物栩栩如生,华灯闪耀每一
处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仿佛穿越千
年来到汴京盛景之中。人们从《清明
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北宋时期形形色
色的交通运输工具。

驮队与骑行

打开《清明上河图》的首端，是郊
外部分。小溪旁的乡间大路上走来的
是一支驮队，五头驴负重累累正向汴
京城走来，前面一人牵引走向拐弯处
的小桥，后面一人扬鞭驱赶。在整幅
画中驴是出场次数最多的牲畜，驮物
的驴、人骑的驴、拉车的驴、休息的
驴……据统计，全画大约有50头驴，
可见驴是北宋时期最常见的交通运
输工具。

图中所画骑驴者有各色人等。在
城郊接合部的小道上，有夫妻俩出行
的，雇了两头驴，还有两个脚夫挑着
物品跟随。在汴河的虹桥上也有骑驴
者。因为驴吃苦耐劳，且饲养成本低，
朝廷对骑驴也没有任何限制，所以驴
作为交通工具，深受中下层人欢迎，
在宋代无论是长途跋涉，还是走亲访
友，骑驴是最为常见的。一些士人和
隐士出门骑驴已成为一种时尚。陆游
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诗云：“此身合
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在图中的城门内外有几头骆驼
背负物资正在通过，领头的骆驼半个
身子已探出城门外。当时的汴京是百
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前来经商者不乏
境外客商。汴京当时也饲养了大量骆
驼，有资料说在千头以上。骆驼已是
宋代普遍使用的畜力交通工具。

图中没有用来驮货或拉车的马
匹，因为在北宋，马只能用来骑行。当
时养马的成本是很高的，马价格高，
饲料精细，且须有专人饲养训练，所
以一般人养不起马。朝廷还对各个阶
层的用马数量和马的装饰材质、颜色
有具体规定，只有皇室或达官贵人才
有资格在马上装饰金银。《清明上河
图》所画的马约有20匹，骑行者看上
去都是有身份的人，头戴纶巾，身着
长衫，有随从跟班。最气派的骑马者
是画的最左端“赵太丞家”门前的那
位，他头戴席帽，器宇轩昂，看上去像
是一名官员。八九个随从前呼后拥，
有手拿竹条开路的，有背行李的，有
扛遮阳伞的，还有执辔牵马的。

车子与轿子

《清明上河图》街市部分以高大
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
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
公廨等等。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
不息。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
车、人力车，样样俱全，把繁华景象展
现于人们眼前。

牛车大致分两种：一是城门外平
桥东头十字路口有两辆由三头牛拉
着正在行走的车，车厢两侧和两头都
是用木板挡着，车篷是用苇席做成；
二是再往东边的十字路口，有两辆由
两头牛拉着的车，一走一停。此车用
棕做车盖，状如歇山式屋顶，车厢前
后有栏杆门，垂挂着门帘，这是富贵
人家女眷乘坐的车子。看来，北宋的
牛车多是用来载人的，如电视剧《清
平乐》中，宋仁宗视察民情、范仲淹去
书院任职的时候都是用的牛车。

图中的驴车有三种类型：在图左
端十字路口南面的“久住王员外家”
门口有一辆一人驾辕、二头驴拽拉的

“平头车”，车上载的是两只酒筲桶；
在其北面路口有两辆由一人驾辕、四
头驴拽拉的“太平车”，可装数十石重
的物件。其中一辆已经卸完货物，一
人坐于车上。在旁边的刘家店铺前有
一辆人力独轮车和挑担者；在城门外
有一辆独轮车，一人在后面推，一人
在车前双手把辕掌握方向，一驴在前
面拽拉。此车为“串车”。从图中看驴
车的功能主要是载货。

图中的轿子出现得很多。北宋时
期，轿子不仅是一种代步工具，更是
一种地位身份的象征。在北宋中期之
前，对官员乘轿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宋代的轿子品种繁多，以乘坐者的身

份区分，有銮舆和檐子，銮舆是皇帝
专用的轿子，檐子则供达官贵人及其
家属所用，俗称官轿；以轿子材质分，
有竹舆、藤轿、板舆、梯轿；从用途上
分，有女性乘坐的女轿、结婚用的花
轿、办丧事用的丧轿；从抬轿的人数
分，有二人小轿、四人小轿、八抬大轿
等，还有不上帷子的凉轿和上帷子的
暖轿。宋太宗曾明确规定，如果没有
官级在身，是不能乘坐暖轿的。

由于各种交通车辆的普及，修车
行业应运而生。图中的临河路边就有
一家修车行，锤子、刨子、凿子和锯各
种工具应有尽有，一老一少两个修车
匠正在忙着。汴京车轿出租行业也大
量出现，一般人家出门用车轿都是租
赁的。在修车行对过拐弯的街道上，
一位货主租用毛驴，驮工正在把地上
的货物往上驮，还有一位女士准备租
用一乘轿子代步。《东京梦华录》中记
载：“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
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
百钱。”

客船与货船

在《清明上河图》这幅长达5米多
的风俗画长卷中，汴河风光占了画面
五分之二的篇幅。汴河是黄河水系的
组成部分，隋代大运河中的通济渠即
由汴河故道改造而成。大运河开通之
后，汴河成为联系中原和江南的大动
脉，尤其在北宋，汴河“半天下之财
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全国各地的财赋、百货源源不断地运
抵汴京，保障了汴京的物资供应。所
以汴河是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漕运
交通枢纽，《清明上河图》将汴河舟楫
连樯的繁忙运输场面和两岸店铺林
立、商贾云集的繁华热闹景象描绘得
生动形象、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图中虹桥左边码头停靠了五艘
大船，有客船也有货船。客船船舱外
部雕梁画栋，船上桅杆都被放倒。有
一人挑行李正在登船，后面一主一仆
随行。在虹桥下的码头上还有不少人
向客船上招呼，他们是迎接自己家人
或亲朋好友的，有的还上了虹桥，借
虹桥的高度招呼，以便早点见到亲
人，旁边一只小一点儿的客船上也有
人挥手呼喊，那是在招揽生意，呼唤
需要到分河航道码头的客人，可以想
见当时汴河水上交通多么发达，水旱
各路构成了客运货运交通网络。

主航道上正在行驶的是两条货
船，看来船载很重，吃水很深，有一条
大船没有拉纤，船头船尾各有六个人
在用力摇橹(虹桥东的一艘货船则是
八个人)。另一艘逆流而上的货船，岸
上的纤夫们正在弓腰拉纤。在虹桥右
侧，有艘货船正要穿过桥洞，船夫有
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
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
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
场面既紧张又有条不紊，引起了桥上
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
旁呐喊助威。

从图上看，客船船体狭长，船尾
向后伸展，尾部有假尾(虚梢)，用以增
加甲板和舱室的使用面积。舱室装饰
得很豪华、宽敞、舒适，两侧都有比较
大的窗户，供通风与采光，船艏的甲
板外挑，造有楼台亭阁，客人们可在
这里把酒吟诗、挥毫泼墨、品赏两岸
风光；货船则较大，拱形顶棚遮风挡
雨，装卸货物通过开向两舷的货舱
口。船尾有平衡舵，既可减轻舵工的
劳动强度，又能改善船的操纵灵活
性。这也反映了北宋造船业的发达。

汴河中有很多漕船，图中画了两
处码头卸船的情景，工人们肩扛粮袋
正向岸上走来，有的已将粮袋码在一
起，主人坐在粮袋上指挥。汴河漕运
主要任务是将江南粮米运到汴京。

《东京梦华录》记载“中曰汴河，自西
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
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
京城，公私仰给焉。”据考证，这些大
船能载重1 . 3万石，被称为“万石船”。
汴河的航运不仅保证了京师百万以
上军民的衣食所需，而且也带来了汴
京的繁荣，使得汴京成为“八荒争凑，
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城。北宋诗人
黄庶在《汴河》诗中写道：“万艘北来
食京师，汴水遂作东南吭。甲兵百万
以为命，千里天下之腑肠。人心爱惜
此流水，不啻布帛与稻粱。”

□李学朴

师爷，是旧时对幕友的尊
称。幕友，又称幕宾、幕客、西宾、
宾师等，指受各级官吏聘请帮助
处理政务的人。清代徐珂在《清
稗类钞》中说：“仆人称官员为老
爷，称幕友为师爷。”师爷一词的
称呼始于清代，从事此业者多为
浙江绍兴人。

师爷，按其源流，源出周王之
官———“幕人”。《周礼·天官冢宰
第一》记载：“幕人掌帷、幕、幄、帟、
绶之事。凡朝觐、会同、军旅、田
役、祭祀，共其帷、幕、帟、绶。”《周
礼注疏》中则说：“王出宫，则幕人
以帷与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则张
之。”据此看来，“幕人”的职责就
是掌管帷幕等物，并在周王朝觐、
会同、军旅、田役、祭祀时张幕、设
案。

汉代，幕僚制度已基本成
型，公卿、郡守都有权聘用僚属。
东汉光武中兴之后，辟召之风尤
其兴盛。光武帝刘秀曾征召过故
人严子陵，但严子陵却宁愿在富
春江钓鱼。东汉末年，各派豪族
军阀拥兵割据，为确保各自发
展，争将天下名士罗致幕下，以
壮势力，这导致了幕僚制度进一
步发展。

东晋时期，权臣桓温图谋篡
夺天下，参军郗超为他谋划。谢
安与王坦之曾经去拜访桓温，谈
论国家大事，桓温就让郗超藏在
幕帐之后偷听。没想到一阵风吹
来，吹开了帘帐，郗超露了出来，
谢安笑道：“郗生可谓入幕之宾
矣。”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幕
宾”一说。南北朝时期，名士庾杲
之受聘到王俭的幕府去做长史，
有朋友表示祝贺，说有这样的名
士入幕，好比芙蓉依傍着莲花池
的绿水。后人因为这个典故，往
往将幕府雅称为“莲幕”。

古时师爷的职责，主要在于
协助判案、管理钱粮、起草文书、
整理档案等。与此相呼应，师爷
也分为五大类：刑名、钱谷、挂
号、征比、书记。在州县以刑名、
钱谷二者责任最为重大，地位也
较其他师爷为尊。

明清地方官府是行政和司
法合一，地方官既是行政长官，
又是司法长官。他们所管的事主
要有两件：一是审理刑事、民事
案件，二是征收钱粮，上交藩库。
清代有人说，州县衙门里总是响
着“三声”——— 板子声、算盘声、
戥子声。说的就是地方官府所处
理的事主要是办案和征收钱粮
这两类，这两类事中，又以办案
最为重要。清代有一种说法，叫

“亲民首在理讼”，即是说办案是
亲民之官(州县官)的首要大事。
案子办得好坏，是朝廷衡量地方
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志。所以，
地方官都很重视案件的审理。

但是，清代地方官多是科举
出身的“读书不读律”的士人，必
须仰仗精通理讼的师爷来协助办
理。清人陆向荣《瘦石山房笔记》
云：“近日官途多依靠幕友，而于
读律毫不讲解。”(《引自牧令书辑
要·刑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师爷在案子审判中掌

握重权，所以很多人的祸福生死
就操在他们手里。清代协办大学
士、太子少保纪昀在《阅微草堂
笔记·槐西杂志三》中记述一位
时人所说的话：“幕府宾佐，非官
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
死，为善易，为恶亦易。”清代绍
兴山阴人金植因为亲戚和同乡
中有很多当刑名师爷，所以对此
感触尤深，他说：“一切入幕主文
之法家”，执笔时一定要“切切警
醒”“倘稍有冤抑，一著点墨，则
人命立休于笔下”(《不下带编》卷
七)。另一个绍兴人俞蛟也说：刑
名师爷“按律引例，以判罪人，生
死所争，在毫厘间。”(《梦厂杂著·
纪西粤幕》)

师爷一行多与文书案牍打
交道，因此只有读书人才能胜
任，读书做官是学子毕业所孜孜
以求的目标。许多人为此皓首穷
经、老死牖下。但是，对于大多数
师爷来说，这种梦想不再有如此
大的吸引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
是在科考失意后，及时退出改习
此业的，有的从事这一行长达几
十年，不再以科举为念。

入幕得势的师爷，往往成为
盈利之徒，甚至声色犬马无所不
为。万维翰就感叹过：“幕中之流
品，最为错杂，有宦辙覆车，借人
酒杯，自浇块垒；有贵胄飘零，摒
挡纨绔，入幕效颦；又有以铁砚
难磨，青毡冷淡，变业谋生……”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师爷
群体的成分这么复杂，品行不端
者就在所难免，上下勾结、朋比
为奸的大有人在，欺上瞒下、涂
改公文、把持官府、胡解案例者
也不乏其人。

清代徐珂所辑的《清稗类
钞》中，便对师爷的此种伎俩有
着生动的描述。在师爷中，最能
作弊的是刑名师爷，因为清代颁
布的法令多不甚确切，对一个具
体的案件，多半是根据以往的成
例来判定，这样就给了师爷上下
其手的机会，许多冤狱，都由他
们操持。如同治年间轰动京城的
杨乃武冤狱，便有一绍兴师爷不
光彩的表演，他私通案犯，逼取
伪供，致成大狱。丁宝桢为福建
巡抚时，某县有开棺剥取尸身衣
饰一案，该县刑名师爷为替县令
掩饰，在文书上故意用模糊含混
字样，以图蒙混过关，终被查出。
这样的事例，在晚清文献上并不
少见。无怪乎当时的人对师爷以

“搞来搞去，终是小人”嗤之以鼻
了。

民国初年，有的师爷摇身一
变成为民国幕僚，但师爷体制余
习未尽，职业思想还没有变过
来。民国幕僚人数之多不亚于清
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政长
官普遍重视幕僚，这些幕僚被称
为顾问、参议、参谋、秘书、副官
等，实际上就是清代师爷称谓的
花样翻新。

历史上文人历来有重视文
史的传统，许多师爷因长期游
幕，笔记作品多载当地风土人
情、社会百态，如邬斯道《游梁
草》《抚豫宣化录记载河南之事》

《全庶熙日记》载滇黔两省事，宣
鼎《秋雨夜灯录》详述清末社会
大量丑恶现象。另一个师爷吴炽
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写成

《客窗闲话》及《续客窗闲话》，书
中描述的活脱是一幅社会百态
图。这些著作不仅文字可读，而
且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那些运筹于历史帷幄之中，
周旋于帝王将相之间，盘桓于州
县衙门之内的师爷们，“风流总
被雨打风吹去”，如今只留下一
段传奇的历史，一桩桩辛酸的往
事，一个个缥缈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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