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潜运与南北物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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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运在维持清朝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经济命脉作用
,

已为史学界所熟知 而清代潜运在

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作用
,

却很少被人们所论及
。

现根据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

到的档案资料
,

结合有关文献
,

对这一问题作些初步考察
,

以期有助于清代社会 经 济史 研

究
,

清朝建都北京
,

宫廷王室
、

八旗驻军及庞大宫僚机构所需粮食
,

绝大部分要从东南地区

调拨
,

槽运便成为清朝统治者的经济生命 线
。

清代前期河运畅通之时
,

每年都有六七千艘重

运嘈船沿运河北上
,

把数百万石潜粮运往北京
,

以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
。

潜船 航 行 数 千

里
,

旗丁水手长途跋涉
,

费用繁多
,

仅靠 月粮不足敷用 为鼓励他们承运槽 粮
,

清 政 府 规

定
,

重运潜船北上和回空船只南下
,

均可免税附带一定数量的土产货物
,

即
“

土宜
”

其数

量各朝定额不一
,

顺治
、

康熙时期
,

每艘重运潜船载粮北上
,

准带南方货物六十石 雍正七

年
, “

增加四十
,

共为百石
”

乾隆二年
,

每船准带南货一百二十六石 嘉庆四年
,

每船

免税载货的数量增加到一百五十石 嘈船回空南下
,

每船附带北方土产货物五百石左右
,

其中有六十石免于纳税
。

清前期每年重运
、

回空潜船所带南北货物的数量如下表

年年 份份 年泊船数数 年重运载货货 年回空载货货 年载货总额额 资 料 来 源源

艘 石 石 石

项项治 年至雍 正 年年    乾 隆 《酒 运则例纂 卷 通僧僧

运运运运运运运艘 》 《清 朝文献通考 》卷

雍雍 正 年至至      ! 《潜 运则例纂 》卷 《卫帮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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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
,

道光四年 以前内河遭运兴盛时期
,

平均每年通过嘈船附带的

南北货物达四百二十万石
,

其货运流通量是相当惊人的
,

远远超过每年运往京师的四 百万石

清粮之定额 据统计数额看
,

每年实运嘈粮数额常不足四百万石
,

实际上这个数字尚为清



船年货运量的最低估算
,

并未包括旗丁水手沿途揽载的商货和违法夹带的私货
。

史载
,

重运盾

船载粮北上
,

旗丁水手所带南方货物
,

往往超过定额 有些潜船的旗丁为多带私货
,

甚至在
“

船尾栓扎木筏
” ,

任意将货物满载
,

以致
“

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
。 ”

回空 …飞途经

长芦
、

两淮等产盐地区
,

又与盐商勾通
,

夹带私盐
,

运往江苏
、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动北等

省售卖 如果把这些走私贸易也计算在内
,

槽船每年载货的数量则更为可观
。

酒船载运的南北货物
,

不仅数量大
,

而且种类繁多
。

具休说来
,

大致可 分 为 两 大类

一 农副产品 如南方的大米
、

红 白糖
、

柑桔
、

香蕉
、

槟榔
、

茶叶
、

木材
、

竹器
,

北方的小

麦
、

大豆
、

花生
、

芝麻
、

棉花
、

梨
、

红枣
、

柿饼
、

核桃
、

瓜子
、

杏仁
、

药材 等 土 特 产品
。

二 手工业产品 如南方 的瓷器
、

丝绸
、

布匹
、

铁器
、

纸张
、

明矾
、

桐油
、

金银首饰
、

象牙雕

刻
、

南酒
、

缝衣针
、

铜扣
,

北方的煤炭
、

食盐
、

陶器
、

毛货
、

皮货
、

麻织品等物质 从货

物运输量的比重看
,

重运潜船北来携带的南方货物
,

多为瓷器
、

丝绸
、

纸张等手工业产品
,

其次是大米
、

木材
、

食糖等农副产品
。

回空潜船南返载运的北方货物
,

则主要是麦豆
、

花

生
、

棉花等农副产品
,

同时兼有一定数量的煤盐
、

皮货等手工业产品
。

这些货物大部分由

运丁水手在沿途销售
,

剩余的 南 北 商 货 分 别 由 重 运
、

回 空 潜 船 带 往 京 师 或 南 方 售

卖
。

据史籍记载
,

重运潜船北来和回 空船只南返
,

都要在苏州
、

扬州
、

淮安
、

济宁
、

聊城
、

临清
、

德州
、

天津等运河城市停泊
,

接受各征税钞关的盘验 随船运丁水手便在沿途停泊

码头上岸
,

出售携带的南北货物
,

购买当地的土产杂货
。

当地商贾客旅也纷纷汇集码头
,

与

运丁水手及押运官吏 自由贸易 每当潜运季节
,

潜船沿途停泊码头
“

牵挽往来
’ , “

帆墙如

林
,

百货山积
, ”

呈现出一派商货贸易的繁忙景龟
,

这些酒船停泊地点便成为南北物质的

集散基地和贸易市场
。

酒船主要停泊点之一的苏州
,

位于江南运河的中段
,

水路交通十分便

利 不仅江南地区的潜粮货物多在此地集中
,

而且回空溥船载运的北方货物
,

也要经过苏州

运销嘉兴
、

杭州等地
,

苏州因此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南北物质集散基地

扬州地处南北潜运咽喉
,

为江浙粮船北夹之要次
。

潜船往返皆在此地停泊贸易
,

南北商

贾也象 集这里招揽生意
,

扬州的南北杂货商业在湾运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槽船主要停

泊点之 一的淮安
,

是清朝前期
“

淮北纲盐顿集之地
,

任磋商者皆徽扬高资巨户
,

役使千夫
,

商贩辐揍
。

秋夏之交
,

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
,

皆停泊于城西运河
,

待以盘验
。

牵挽往来
,

百货山

列
”

淮安一时成为苏北地区 重要的物质集散中心和南北商货贸易市场
。

山东峰县虽为
‘

区区一隅
” ,

但 因粮艘过境
,

运丁水手
“

多挟南货 以易邑煤米
” ,

商旅
‘

岁时往还不绝
,

奇物珍货衍溢
”

本地麦豆及煤炭诸物亦得善价
,

而行销数千里
。

当乾嘉

盛时
, “

县当干道
,

商贾辐揍
,

炭窑时有增置 而潜运数千艘
,

连桔北上
,

载煤 动 数 百 万

石
,

由是矿业大兴
。 ”

济宁地处
“

闸潜中枢
” ,

是潜船往返沿途停泊的重要码头
。

内河 潜

运兴盛之时
,

每年潜船运丁水手与当地商贩交易的各种南北货物
,

不下数百万石
。 “

商民之至

者乐而忘归
,

流寓之人恒多于土著 于时 庐旅盛于三选七迁
”

济宁的商业贸易出现繁

盛局面

聊城为会通河航运的交通枢纽
,

河潜畅通时
,

各省殷商富贾云 集
,

南北货贸易兴旺
。

每

年潜船过往
,

仅收购当地特产薰枣一项货物
,

即达百万石之多
。

临清是槽船在山东的另一

重要停泊点
, “

每届潜运时期
,

帆墙如林
,

百货 山积
。

经数百年之取精用宏
,

商业遂勃兴而不

可遏
。

当其盛时
,

北至塔湾
,

南至头闸
,

绵亘数十里
。

市肆栉比
,

有肩摩毅击之势
口

妙 临



清的南北货商业伴随着 内河槽运的畅通而发展起来
。

德州为南北潜船必经之地
, “

潜运未停之

时
,

商家运输货物多用船运
, ”

南北杂货商业
“

颇属繁盛
” 。

每年都有数千艘嘈船在此地停

泊
,

上岸贸易
,

德州成为鲁北南北货物交易的著名城市

天津东 临渤海
,

地处
“

九河要冲
” ,

为江南潜粮百货转运通州
、

北京的中枢 清代前期

运河通畅
,

大批南北货物随槽船
、

商船涌入天津市场
,

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物

质集散中心
,

城市商业贸易也在槽运枢纽的基础上 日趋繁盛 北京为清代遭运 物 质 的 终

点
,

除潜粮外
,

其市场上许多货物商品
,

如大米
、

木材
、

纸张
、

丝绸
、

布 帛
、

瓷器等
,

也在

很大程度上依靠江南遭船的输送
。

史称
, “

京师百货之集
,

皆由粮船携带
”

江南地区所

需要的北方货物
,

亦赖遭船带回
。

潜船附载货物南北往来
, “

若遇行走迅速
, ”

不仅沿途
“

商贾居民咸资其利
” ,

而且江南与北方地 区的货物也得以流通
。

有时
“

偶遇粮艘中途阻

滞
, ”

商船客旅均不得越 渡
,

京师
一

百货亦因以 昂贵
”

若遭船全停
,

南方粮米布 帛不能北

来
,

北京枣豆难以销售
,

南北物资即不能流通

以上资料表明
,

在商 品交换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
,

中央与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

南

北方的物质交流
,

主要通过人为的潜运物质集散形式进行 运河遭路犹如一条纽带
,

把钱塘

一 江
、

长江
、

淮河
、

黄河
、

海河等五大流域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每年通过运河调运的遭

粮及南北物资不下千万石 直至道咸年间遭运改道之前
,

这条运河遭路作为沟通南北物资

交 流的经济大动脉
,

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内河 遭运以运道为本
,

运河的淤伐阻塞
,

直接影响到嘈运物资的畅通 康雍乾时期
,

清朝统

治者特别重视对黄河
、

运道的疏淡治理
,

内河遭运得以畅通 嘉庆以来
,

河遭吏治 日渐败

坏
,

黄河运道的治理松弛
,

槽运积弊
、

运河阻滞的情况 日益严重 至道光 四年
,

江南
“

高堰漫

口
” ,

高宝至清江浦一带
,

运道全为黄河泥沙淤塞
,

槽船根本无法航行 清政 府 别 无 良

策
,

只得接受英和等人 的建议
,

雇用商船
,

试功
、

海运 道光六年
,

雇商海运槽粮试办成功
,

共运苏省槽粮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 此后
,

潜运制度发生重大变革
,

内河遭 运 渐 趋 衰

一 落
,

雇商海运槽粮蓬勃兴起
。

咸丰以后
,

海运渐取代河运的地位
,

成为清代后期遭粮运输方

式的主流 随着遭运路线的改变
,

清代后期江南与北方物资交流的渠道
,

也开始由运河遭

路向海路转移

据史籍
、

档案记载
,

清政府为招揽商船参与海运
,

曾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
,

以优厚的物

质待遇鼓励船商乐于承运嘈粮 历届海运章程均明文规定
,

重运商船载遭粮从上海出发
,

每船除给予一定数量的运费外
,

尚准许免税携带二成南方货物
。

商船装载遭粮千石
,

准带

南货二百石
,

论石而不论价
。

商船抵达天津交兑遭粮后
,

可 自由赴奉天贩运麦豆
。

同治

初年议准
,

重运商船两旁跨带的竹木
,

亦与二成货物一道免交关税 商船所带南方货物在

天津未能售完者
,

准其转至奉天等地销售 回空商船南返
,

所带货物免交关税
,

准在天津
、

一 牛庄自运私货
,

全行免税
。

各船放空出口
,

无论驶往奉天
、

山东登州
、

莱州等港口 贩货
,

均

准一律免税
。

商船载粮北来免税附带的南方货物主要有棉布
、

丝 绸
、

竹 木
、

磁 器
、

茶 叶

等
,

回空船只载运的北方货物
,

则多为麦豆
、

花生
、

杂粮
、

梨枣等农副产品 铆 现 以道咸年

间商船载货数量为例
,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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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 案 《录 副奏折
·

财政类 》钠尔经额奏道光
年 月初

 

 

  

 ! ! !

同上
,

怡良奏咸丰 年 月 日

同上

同上
,

祁藻奏咸丰 年 月 日

同上
,

邵 灿奏咸丰 年 月 日

同上
,

贾祯奏咸丰 年 月 日

同治 《续天津县志 》卷 《海运 》

档 案 《录 副奏折
。

财政类 》何桂清奏咸丰 。年
正月 日

同上
,

全庆奏咸丰 年 月 日

同上
,

陈浮恩奏咸丰 年 月 日

备 注 道光 年初创海运后
,

次年即停 止
,

改归河运
,

至道光 年乃告恢复

表中所列数字
,

仅为道咸年间商船每年载运南北货物的最低估算
,

尚未包括船商违法多带

的私货
。

若将商船多带的货物计算在 内
,

其数量则更为惊人 至同治十一年
,

轮船招商局开始

承运槽粮
,

其运费水脚耗米等项补贴
,

均照 沙宁商船定章办理
。

准令轮船八成载米
,

二成免

税附载南货 回空船只揽载北方货物
,

无论沙宁商船
、

招商局轮船
,

一 律 免 交 关税 此

后
,

沙宁商船
、

轮船免税载货的数量有很大增长
,

如道光六年
,

海关免征二成南货 税银为七

千三百一十三两
,

至光绪五年
,

每年免征载货税银增加到二万九千余两
。

现以沙宁商船
、

招

商局轮船岁运嘈粮一百二十万石计算
,

平均每年通过嘈运海道输送的南北货物 即达一百六

十八万余石
,

其货运量是相当惊人的
。

可见
,

雇商海运槽粮的兴起
,

对于南北物质经由海

道的流通
,

以及上海
、

天津
、

胶州
、

成山
、

芝果
、

莱州
、

登州等沿海地 区物质集散中心的形

成
,

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光绪末年
,

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日益加深
,

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
,

深感
“

财

用匾乏
, ”

故于光绪二十六年诏 令各省河运
、

海运全部停止
,

自当年起
“

一律改征折色
”

清政府虽下令废除嘈运
,

但根据档案资料记载
,

这道谕 旨并未很好地执行 清廷每年仍从

江浙两省酌征嘈粮一百万石左右
,

交招商局派轮船起运塘沽
,

然后
“

改由火车经运京仓
”

现以招商局轮船岁运嘈粮一百万石计算
,

平均每年通过遭运海道输送的南北物资
,

仍有一

百四 十余万石
。

这种现象的产生
,

一方面说明当时商品交换经济 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

京师所需要的粮

米物资可以从当地 市场上得到部分解决
,

不必完全依赖遭运物资的输送 另方面
,

封建 自然



经济毕竟根深缔固
,

北方市场尚不能完全满足国家政治中心的需求 江南嘈运物资对于京师

百官
、

庞大军队而言
,

仍有一定数量的需求
“

自来京师民食专资遭运
, ”

百官察禄
、

军民

衣食无不仰给
。 “

从前岁运四百万石
,

而回遭之禁某严
,

盖 尚虑其不足也
”

自各省改征折

色
, “

惟 留江浙潜粮一百万石
,

民食 已觉不敷
”

如 槽运物资全部停止
,

则
“

京师粮价晶贵
,

军民粒 食 维 艰
”

因 此
,

清王朝每年仍然要从江浙地区海运潜粮百万石
,

以维持其封建统

治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
,

上海至天津的遭运海路仍保持畅通
,

虽然轮船往返载运的东北货物

有所减少
,

但年货运量仍在一百四十万石 以上 直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
,

这条槽

运海路在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
,

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后期嘈运路线的变迁
,

一方面推动了沿海地 区南北物资的交流和市场繁荣
,

另方面

也给运河沿线的南北商货流通带来许多不利因素
。

如前所述
,

潜运改道之前
,

江南澹粮物资

主要依赖运河转送
,

河运在清王 朝的经济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廷尤其重视对槽运

一 河道的疏通治理
,

每年不惜动用大批人力物力
,

定期对运河各段
“

轮届大挑
。 ,

运河槽路基本

保持畅通
。

运河虽为槽运而设
,

然南北往来的商船客旅亦多取道于此
,

长江
、

黄河等五大流

域的商品货物
,

俱借遭运之利得以流通
。

道咸年间嘈运改道 以后
,

河运遭粮的数 额 急 剧 下

降
,

海运与折色的比重明显上升 海运渐取代河运的 地 位
,

成为清 后 期 遭 运 形 式的主流

随着雇商海运槽粮的兴起
,

清政府对海上运输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加
,

因此渐放松对运河的疏

竣治理
,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京杭大运河的衰落过程 运河潜路衰废以后
,

河运在南北物资

交流中的作用便大为降低 了
。

早在咸丰初年
,

黄河于 丰工决 口
,

江南遭运物质梗阻
,

内河嘈运的地位即受很大影响

继因太平军占领南京
,

切断京口
、

扬州一带嘈路
,

内河遭运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句 昔日从事

嘈船贩运贸易的旗丁水手和沿河居民
,

一时成为
“

无业游民
”

江浙等省的潜船
,

亦多
“

拆变无存
, ‘’

损坏严重
,

内河槽运的地位一落千丈 直至同治四
,

五年间
, “

始以江北潜

粮数万石
,

雇用民船由河运京
。

然米数甚微
, ”

南北合计
“

不过二十余万石
, ”

河运有无似

一 觉无足轻重 至光绪二十六年
,

内河嘈运悉行废止
,

清政府遂完全放弃对运河 的 疏 浚 治

理
,

黄河至临清之间的运河很快即淤成陆地
,

京杭运河北段的航运价值基本丧失 画 昔年被

称为南北槽运枢纽的临清河段
,

槽运改道之前
, “

坟卫交流
,

嘈运通利
” “

南北货物附载

而至
,

达官富商亦随嘈而行
。 ” “

自遭运既停
,

汉河亦塞
,

百货之转输仅赖卫水一流
。 ”

临清至南

旺河段
“

日渐浅涸
, ”

聊城 以南百余里淤塞不通
,

仅聊城至临清河段
“

间有小舟往来
, ”

南北

物资的运输
“

大受影响
”

甸

济宁以南的河段虽保持通航
,

但货物流通范围 已大为缩小
,

仅局限 于 鲁 南
、

苏 北
、

淮

北
、

苏南等部分地 区
,

且多为地方性的短途运输
,

其年货运量尚不及清前期的二十分之一
一向以煤炭产量丰富而著称的山东峰县

,

自
“

道咸之变
,

嘈运中废
” “

粮运不行
,

关税

增重 商旅疑畏
,

百货底蹄
,

煤价大细
。 ” “

于是外货不进
,

内货不 出
,

而 峰 之 生 计 乃 大

困
”

昔日南北物质集散中心的江苏淮安
,

自咸丰初年
“

河决铜瓦厢
, ”

黄河北徙
,

河运衰

微
,

历走运河贩运的南方布茶及北方麦豆等农副产品
,

皆转由海道运送
“

冀豫之物不能南

米
,

湖广江汉之产未能运京
。 ” “

礼字河不闭
,

东省皖境之货绕越而去
, ” “

闽 越 江 浙 之



扮
,

半附轮船转运他处
, ·

以致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 可见
,

清代内河

槽运的兴衰
,

对于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
,

以及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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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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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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