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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读者讲几句

一部中国主运运史话该怎么写?在短短的十几万字里怎样

才能勾划指数千年来我自航运盘的西雄?写些什么好呢?

我们袒富有着多么优越的发展航运的自然条件!流域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天然河流就有 5000 多条，恙长超过 42

万公里 F 象繁星般地遍撒在国土上的湖泊就有 2000 个以上，

更不m滋长达 1 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绵长的岛屿海岸线

了。这一读结了我的"以舟棒和灌溉之利"和必交通海外各民

族的方便气我国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利用了这样一个优越

条件，在同水作斗争、同压追他{fJ剥削他们的人作斗争的过程

中，谱写了光辉曳h烂的航运史。我国古代在艇运技术方苗、曾

经长期走在世界前亮，只是到了近代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

耗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才变得落后了。现在，为了高速度发展

我国航运事鱼，赶超由界先进水平，我们很需要回过头来看着

这几千年的中国古代航运史。凡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的人，都会为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光辉史迹惑到自豪F又都不会

安于现状丽甘~"于现在最运事业的落后。它将激励我幻把民

族自信，f.，提高起来，努力去开辟新梅、更美好的未来，为在本

世纪向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吕西奋斗.这就

是我的编写这本史话的宗旨。

航运是社会生产力前'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既是社会

生产状况的缩影，又对人f口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支生重大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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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时代初期。

出士的这支木桨是用青民木髓威，桨翼呈长条彭，提

96.5 厘米、宽 19 厘米，稍有由度.二三起的一百正中有脊，自

脊向二边额斜。柄长 87 厘米，己经腐朽。它与现在的木桨相

比，肩显得平豆，翼长柄短，使南时较费力。

从钱三漾发握的木柴

我们知道，木桨是古代航船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水上交通

进一步友展的实物倒证。这次发握，虽然没有发现舟船，但由

这支木桨推测，那对可能已经出现了独木舟。我们可以想象，

居住在"吴兴钱出漾等地的良诸文化居畏，已经乘坐渔船，到

开阔的水面，较大规模撞撞捞鱼类"。@"有了舟禧之蟹，不仅

需渔业得以迅速发展，丽旦扩大了窍回邻部落的联系"。②

f直是我们袒先的航程活动决不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最

旱的航行活动要比这旱得多呢:那些比强木舟更早前航行工

具到底是什么?③人类又怎样知道水里可以艇仔的呢?看来

还得从更古老的年代说起。

直到今天，民黯还广泛地流传着一句谚语J靠山吃山，事

①、②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③据考古发握，现己出车了一匕千年前的木桨.

• 2 • 



国章主运史的重要娃，决，仨努力在各方面怯助下完成这项任务。

为此，在编写过程中先后召开了几十个座谈会，深入访问了一

些有重大历史价佳的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从报订提纲、写试

写稿、直到多次锋改、最后定稿，都得到我国各撞航部门、有关

高等院校、历史研究部门、文物考古部门，以及图书资料部门

的大力支持，各边许多单位和个人还寄来了许多信件和资料，

给予我们很大帮助，使这项工作终于得以完成。我们编写组

全体同志对地深表感谢。当然，由于我们水平较差，书中盲运

还有很多不妥当甚至错误的地方，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航运史话》编写组

• • • 



航运的起源

豆豆主
水上能够行船，在今天是谁都

知道的常识。然而，在原始社会初

黯，人类处在蒙昧的状态下，为了

生存，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在生

活程生产的实践中，不知经过了多

么漫长的岁另，不断积累经验，才逐渐懂得了这一极为普远的

常衷。

那么这是怎样一个过程呢?让我们从考古发摇诙起吧。

在前江省部部市离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南北宽约三公

里、东西长约一公里的湖泊，叫钱出漾。它是东在溪的一嚣。

这一带是太湖流域的冲程平原，再流纵横密布。解故以后，当

越清民在钱出漾东岸离头发现一些不同形状的石块。这一现

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据分析，这里是新石器时代良诸文化

遗址。

1956 年夏天和 1958 年春天，以新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和吴兴文化结等单位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先后二次在吴兴钱

也漾古代文化遗址进仔发握，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

石器、陶器、丝织品、稽谷、木桨、石网坠等。

这垫良洁文化遗物，经科学方法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2750 土 100 年，距今约 4700 余年。这梧当于我国原始社会后

期;可父系~族公社阶段。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来帝时代末期和

• 1 • 



黄帝时代初期。

出土的这支术桨是用青岗木制成.奖翼呈长条形，技

96.5 厘米、宽 19 厘米，稍有曲度.〉王起的一 [gf正中在脊，言

脊窍二边摆斜。搞民 87 厘米.已经腐朽。它与现在的木桨拮

比，启显得平豆，翼长椅短，使用时较费力。

从钱三漾发掘的木桨

我的知道，木桨是古代航船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水上主:逼

进一步立展的实物例证。这次发摇，虽搭没有发现舟船j旦出

这支木桨推翻，那时可能已经出现了独木舟。我们可Ij想象，

居住在"吴兴钱山漾等边的良语文化居民，已经乘坐渔船，到

开揭的水面，较大规模地捕捞鱼类飞①"有了舟揭之便，不仅

捕渔业得以迅速发展，商且扩大了同四邻部落的联系"。②

但是我11丁祖先的航行活动决不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的，最

早的航衍活动要比这早得多呢!那些比独木舟更平的航行工

具驾底是什么?③人类又怎样知道水里可以航行的呢?看来

还得从更古老的年代说起。

直到今天，民间还广泛地流传着一句谚语z" 主王山Ill: ÙJ ，等

①、②郭沫若主编<<中医史稿~

③据考古发掘，现己出土了乞于年前的木:实.

• 2 • 



yjL吃水"。这句谚语倒是我在1祖先生活情-况的最真实写照i

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里，生产水平很低，人如大部聚集

在有水的地方，依靠渔程为生。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有

时它也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角害。每当洪水暴发，江河横溢，泛

滥成灾的时候，银多人的生命就被洪本历吞噬。于是，人类奋

起同洪水搏斗了。在同水打交道的过程中，运渐认识了水的

某些特性。他的发现，每当洪水滚滚涌来的时候，扼住树干的

人就能浮起得生，反之就遭灭京之灾.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

人们也常常兢察到树叶如树木能移浮在水上的现象。当这种

种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发生了飞跃，出感性认识变成了理

性认识，于是"水能浮起木头"这个模念便产生了。在《易经》

这本书中就记载着"科涉大JI\ ，乘木有功也"，意思是说J骑着

木头有利于过大南飞那么，古代的人怎么知道骑着木头有利

于过大泻的呢?这是从"木在水上也"①这一现象的长期观察

和实我丽得来的。我们可不要小看了"木在本上也"这样一句

简单的i舌，它可是我们祖先多少劳动实践的结晶铜!

有了椅叶和木头能浮在水上的知识，就可能发展为编本

为挠。在渔猪时代，人幻或者为了捕鱼，或者为了过、河，经过

多少次的实践，就会发现担几根本头摆扎起来，要比单根本头

的浮力大，而且更稳当，于是木在就出现了。据传边，我00古

代在原始桂会里就己经有了链，一个叫做伏辈的传说人物，曾

经乘过程。②我们且不管伏毒草是谁眩，总是有人总结了社会生

活和生产劳动的经撞创造了笛，并用2克作了水上航行。

跪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也在不断改造。继木

{①《易经·系辞》夭子可涣主争涉的注1碍，

② 《毒草原h

曹 S 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乘在航行

楼之后，我们的程先叉创造了舟船。有一本叫《世本》的古书

里写道z "古者JÆ落叶因以为舟飞在《易经》里也有"割木为

舟，魏木为棒"的记载。他们用石刀、石斧等源始生产工具，把

大原木控空，做成了强木舟。 1958 年，在江苏武进县曾发揭出

一只长 11 米，宽 90 厘米的独木舟。宫是用一整罢王太原本建

注*:ì昔邮往

" , . 



空币或的。这正可与"费木为舟"的记载相印证。窍时.人们

还把木头割成肩形，自作划船的工具。有了缆、法本舟和支，IJ姆

的工具，人们就能方便地在1<上活动了.

关于凯的发明，有人说是受到一种叫肇(hðu，音后〉鱼的启

发。这种鱼的形状很特躬，身体窟百宽，眼睛生在背上，嘴巴

生在援下，背上生有高七、八尺的鳝。每当有风吹来，它的结

就举起，措风行攻。没有风时，鳝则拉拢。在它的启发下，于

是人们就造出了挠。①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传说丽己，且

不说自然界是否存在这种结风行驶的堂鱼，睐的发畴，最根本

的动力，还是社会的需要。恩格斯说z"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

需要，现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斯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马

克思患格斯选集》第 4卷，第 505页〉。社会生产对船只有驶的速度

提出了新的需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有发明幌的迫切

要求。有了这种要求，再看到风能移担水面上的漂浮物如树

叶、树木等跟着风向吹着漂去的自然现象，就对帆的发费起了

开窍的作用。开始，也许有人把一些极其简单的，但能克住风

能东西竖立在船上，信风力来如块行船的速度。以后，经过无

数次反复实践，~尾的构造才渐渐地完善起来。

这种种航行工具的发明和改造，对于拉行的速度‘最向的

掌握、船只能稳定性等等的提高，起着不小的作用。

翻开历史文献和根据有关传说，不少人把航运的起源及

船描技术设各的发明，都说成是某些有名的英雄人物的功劳。

如z黄帝的大臣共鼓和货款发现了舟 z②. -个叫帮玻(zhuãn 蝠，

音专坦〉的古代部落首领发晓了桨、篱s 又有一个叫帝尝 (k心，

①《广志>，转寻[ !1:l <:中国渔业泉:Þ.

@‘山海经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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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库)的发明了能和撞 F 尧发晓了纤绳等等。⑦可是，今天我

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要是没有捕鱼挺好的人千万

次地体验水的浮力，要是没有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和

斗争，某些个人能凭空地造出续和船，并旦发明出许多象挠、

舷这样的兢仔工具吗?人民群众才是船舶的创造者和航运的

创始人。

在一部叫做《竹书纪年》的吉史书里面写道z 夏朝一个名

叫帝芒的帝王，曾经"东猪于海，获大鱼气要提得大鱼就得入

海。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关于夏代航海活动的记载。我国

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里，有"相土烈3苔，海外在截η 的诗句.

相土是人名，是离代第一个帝王商汤的祖先，"有截η是治理的

意思。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根据这句诗句来证明当时已有海

外领土，并且通过海上交通来进行治理了。但这或许可以从

一个侧面表境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初期，已经开始

了海上活动。

更有说服力的，则是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再次证明的一

个事实 E远在三、四千年以前，继链和独本舟之后，较为成熟的

船舶确是出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上己有"舟纱字。这是最早而

又最可靠的记载。甲骨文的必舟哼写作 z 但 G 近五。从

这些象形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船已经不是独木舟，而是由术

援梅成了。在船体的结构方面，已经注意了船体的对称和平

蟹，也就是船的稳性。有了这样的航运工具，我们的祖先就能

更自由地在江南湖海里航行了。据甲骨卡辞记载，在商代后

期，航运被奴隶主用作镇压奴隶反抗的工具。武丁时期，玉室

(î)付3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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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奴隶曾大批逃走，商王武丁下令坐船追击，追击的船只直到

第十五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批奴隶捕捉回来。①这

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的航行技术。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促使人们发明了徒和船。役和船

的发明，促进了水上活动的开展。水上活动的频繁又反过来

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提高。渔猎所获较多和农业、手工业产品

增加，除了本部落消费之外，有时还会有剩余。为了将这些剩

余劳动产品同其他部落进行交换，征和船有时也作为水上运

输工具来使用，这就是水上运输的开始了。

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生产工具是不断发展的。殷商

时期，我国奴隶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时的社会生产力有

了很大的提高。大量的出土文物告诉我们，当时使用的生产

工具主要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了。尤其是到了

殷商王朝的末期，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农

业的分工，再加上奴隶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产品，使产品交换的

范围和规模更加扩大。根据考古发掘，殷商王朝已经有了造

船工业，并普遍地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业。要交换，

就得运输。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殷商末期，社会上已经有了

将水上运输分出来成为专业部门的趋势和要求，再从航运技

术设备方面来看，也初步具备了成为社会上一个独立专业部

门的条件了。航运业一且产生，就为我国的航运虫揭开了新

的一页。

@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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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水运故事

在古代历史文献上，记载着许

多先秦时期水上运输的故事。在《盘

庚》和《史记·殷本记》里，都记载

了离帝盘庚从、河北迁都到河离的事

情。从河北到商富，必须接过黄、河。可惜的是这些古书中没有

日述当时渡滔的情景、规模以及使用的航运工具，使我们很

难了解当时水运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从向南安阳殷墟的

王城遗址来看，当时迁後搜坷的规模是程大的。这说明我国

在商朝中期己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航运活动了。

下面我的选择三个水运小故事，它从几个不同的销国反

映了从离朝末年到春款末期的航运面貌。

渡孟津

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商朝末期，爆发了一场出建武王领导

的讨伐商纣王的战争。这次战争除了极少数人反对外，得到

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 5吁以，武王兴g罩住纣的旗帜一

辑起，四方诸侯都纷纷响应，加入了钱纣的行列。

为了使战争更有取得整莉的把握，武王九年，武王率领队

伍向东缸钱，以跑来捡验各路诸侯的态度e 当队伍来到孟津

时，不扇面会的有八百诸侯，他们率领的伐纣大军，合同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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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珉，大有席卷离另Ij都!辑歌〈今河南省洪县7之势。但是，要

直捣朝歌，就必须i1i过黄河。孟津就是他们的渡洒地点，因为

这里是古时候南来北往的重要摸口。这次渡河等于是找纯的

演习。

汹嚣澎湃的黄活天险，浩酷无边，滚滚的急流，奔腾不息.

孟注:虽是一个渡口，捏本势也很凶险，在这里辈辈霄，不担要有

坚强的意志，而且要有熟练的驾船技术。能不能顺利的夜过

黄河，对于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战斗演

习的吕的就是要撞验大军伐纣的决必和夜阔的能力。渡词的

总捂挥就是太师姜子牙。规定的时辰到了，只见她左手握着

金黄色的大镜，右手举着自菇，双手一挥，发出命令J全军注

意，管船的人把船分配好。全体将领军口士兵，必须按规定时间

夜河，延误者按军法处斩飞①军令一下，几万人马立刻上船，

踊跃向前，朝中流较去。大批船只在黄商行驶，激起浪花无

数，东西如同开了锅一般，棕得窝里的鱼虾乱蹦乱跳，一条大

白鱼居然跃入了武王乘坐的舟中。②经过一番努力，大军全部

按计划接过了黄河。这是一次成功的演习。

二年之后，纣王灭亡之 E来到了。武王趁时机已经成熟，

便率领战车三百辆，虎责〈周玉的运互军〉三千人，甲士匹万五

千人③，再度在孟津会集各路诸侯，渡洒灭离。

这次被窝由于有了上次演习的经验，大队人马迅速地渡

过了黄霄，向朝歌挺进。纣王的许多士兵也纷纷瓦戈。就这

样，武王取得了战纣战争的建利。

①《史记.:Jr太公世家，。

②《淮南子·宽冥号1\:.，<史记·周本纪~

@<来i己，用本纪~

·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