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第6期

No．6．2013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maI of Fuy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总第156期

Sum No．156

口皖北文化研究

明至民国时期阜阳交通与商业发展
李 强1-2+

(1．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2．阜阳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摘要：明至民国时期，阜阳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为其商业发展提供较大的推动力。这一时期，阜

阳成为长途贩运的通途和商品流通的枢纽，外地商人在阜阳经营商业，设立会馆，银钱业比较发达，庙会是促进商业

发展的有效途径，集市贸易也发展较快。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对维护和改善交通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制约阜阳交

通和商业发展的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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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明代为颍州府，领颍上、太和两县，属凤阳府。Ⅲ清

初，颍州府及所属颍上、太和两县皆直隶于凤阳府。“雍正

二年，升颍、毫二州为直隶州，颍上、霍邱属颍州，太和、蒙城

属毫州。十三年，升颍州为府，置附郭阜阳县，以原属之颍

上、霍邱并毫州及所属之太和、蒙城属焉。”¨惜至此，颍州

府领毫州、阜阳、太和、颍上、蒙城、霍邱。同治三年(18“

年)增置涡阳县，属颍州府。民国初年，裁府留县，均属淮泗

道管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阜阳、颍上、涡阳、亳县、

太和属第七行政督察区。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根据抗

战形势，重新划分行政督察区，阜阳、颍上、蒙城、毫县、太和、

涡阳、临泉(1934年1月新置)属第三行政督察区。解放初，

阜阳专区领阜阳、颍上、蒙城、亳县、太和、涡阳、临泉、凤台、

阜南(1948年7月新置)等九县。本文“阜阳”的地理概念主

要指明至清初时期的颍州府和雍正十三年至民国时期所设

的阜阳县及颍州府治所在地，对所属州县不作重点考察，只

是个别方面有所涉及。

颍州“襟带长淮，控扼陈蔡，东连三吴，南引荆汝。梁宋

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淮海内屏，东南枢辖”【2J毪一。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

的推动力。有学者认为明至民国时期，包括阜阳在内的皖北

地区因频繁的灾害而趋于衰落，成为被牺牲的“局部”，社会

经济比较落后，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众多的困惑。@通

过对阜阳等皖北地区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尽管在发展水

平、规模等方面落后于江南地区，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明

显下降，但与自身相比较，这一历史时期，特别是社会相对稳

定的历史阶段，由于水陆交通的便捷，长途贩运和区域商业

比较发达，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本文拟对明至民国时期

阜阳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水陆交通状况进行考察，探究其对阜

阳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分析其中的制约因素。

阜阳位于颍河、泉河交汇之处，一直是淮河流域重要的

都会之一。颍州府属水道主要有淮河、颍河、涡河、洪河、谷

河、泉河、茨河、西肥河等，水运条件较好。陆路方面，因地处

平原，驿路畅通，商路发达。明朝初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

与发展，阜阳的水陆交通畅通，“郡甲乎淮右，沃壤千里，东

襟江淮，南接荆楚，西连襄邓，北通汴徐，为四冲八达之

地”口J卷一。据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程春宇的《士

商类要》记载，以颍州为起点或途径颍州的陆路有10条，水

路有5条，具体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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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明代颍州水陆交通道路一览表

路别 道路名称 资料出处 备注

巢县由汴城至临清州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六 途经颍州

瓜州至武当山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六 途经颍州

正阳至襄阳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六 途经颍州

颍州至陈州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六 起点

陆路 南京由汝宁府至武当山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一 途经颍州

(10条) 瓜州由凤阳府至颍州陆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 终点

正阳由颍州至北舞渡陆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 途经颍州

颍州由归德府至临清陆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 起点

徐州由蒙城至颍州陆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 终点

汴梁由正阳至芜湖县陆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 途经颍州

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五 途经颍州

正阳关至南顿水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五 途经颍州

水路
颍州由前河至汴城水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五 起点

(5条)
颍州至襄城县、钧州水、陆路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五 起点

清江浦由南河至汴梁水路 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二 途经颍州

资料来源：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程春宇：《士商类

要》，杨正泰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附录二、三。

据表1，可以看出当时颍州水陆交通发达，是南北水陆

交通的重要枢纽之一，是长途贩运的通途，对周边各县产生

较大的经济辐射，应该属于中等商业城镇。叭‘颍州北接光

固，北抵归德，东距凤六，西南跨光息。星分房宿，山镇金牛，

土泉甘美，人烟辐辏”【l忻，地理区位优势明显。

经过清朝初年的经济恢复，颍州“土壤饶沃，风雨和会，

亦淮西一重镇也”⋯巷一，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北接睢

陈，东通淮泗，为江淮间之都，固宜立郡统率，以壮藩

维。”⋯畚一鉴于此，雍正十三年安徽巡抚王绂上疏朝廷：“上

江之直隶颍州，界接豫省，地方辽阔。钱谷而外，刑名事件数

倍他属。即本州地方之事，犹虞竭蹶不遑，何能再顾属邑。

似应将颍州升为府治，设立知府一员，附郭添设知县一员，即

以颍州原治地方为新县管辖。”【4惜一颍州升府、附郭设阜阳

县很快得到清廷批准。这一政治举措进一步提升了颍州的

政治地位，以政治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得以加强。当时，颍

州府到京城、总督府、省城之间都有水陆道路，具体情况见表

2。

表2清代颍州府水陆交通情况一览表

目的地 途径州县或河流 距离(里)

北由毫州，取道归德府路达京；东北由蒙城

陆路 取道徐州府路达京；北迤西，由太和取道开 1800；2000；2200

京城(北京) 封府路达京。

由颍水出正阳关，沿淮出清口，逾河，溯运河
水路 4060

达京。

陆路 东由颍上，取道寿州、凤台、定远、滁州、江浦。 720

丙江总督府(南京)
水路 由颍水沿淮人运河出江，溯上。 1440

安徽布政使司 陆路 东由颍上，取道霍邱、六安、舒城、桐城 720

治所(安庆) 水路 由颍水沿淮人运河出江，溯上。 2040

庐风颍道治所 陆路 东由颍上，取道寿州、凤台、怀远。 420

(凤阳) 水路 由颍水沿淮。 420

资料来源：道光《阜阳县志》卷一《舆地一．道里》。

清代有名大路之一的“颍州大路”，自六安经正阳关、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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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而达河南开封‘5]“，是当时皖豫两省重要的陆上通道。另

外，颍州到所属州县以及周边州县如本省凤台、寿州、蒙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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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河南的固始、息县、新蔡、汝阳、项城、沈丘、周口等都有

便利的水陆道路。

清末，列强在华竞相修筑铁路，以扩大利益范围。国内

民间力量为收回利权也纷纷要求修筑铁路。1905年，商办

在传统交通模式中的重要地位，在规划或筹建铁路时，往往

成为一些铁路线路的节点。在民国初年，规划或筹建经过阜

阳的铁路路线共有3条，具体见表3。但是，由于皖北地区

经济相对落后，筹建铁路的动力不足，难以落实这些铁路规

安徽铁路公司成立，对安徽铁路路线进行初步规划。阜阳因 划，一直到建国后的1971年，阜阳才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

表3 规划或筹建有关阜阳铁路路线情况一览表

路名 起点 终点 沿途路线 备注

合毫铁路 合肥 毫州 阜阳、正阳关 经阜阳

安颍铁路 安庆 颍州 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等

汴正铁路 开封 正阳关 阜阳 经阜阳

资料来源：蒯光典：《复同乡京官论安徽全省铁路书》

《金粟斋遗集》(卷5)，文海出版社1969版；宓汝成：《中华民

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7012页；王金绂：《中国经济地理》(上)，文化学
社印行1929年版，第522页等。

民国初期，安徽出现官办公路。这一方面是将原来过境

的归信、归祁官道等加固整修而成，另一方面新修的公路，如

阜蚌、阜涡等公路。阜阳作为皖北交通枢纽，公路交通有相

当发展。1922年，皖北镇守使李传业之子购买汽车，经营阜

阳至蚌埠的客货运输。这是阜阳公路运输的起点。之后，又

开辟了到太和、毫州等地的公路运输路线。除公路交通的发

展外，这一时期阜阳的水路交通也比较发达，具体情况见表

4。向东经正阳关沿淮可至蚌埠，向南可达六安以及河南的

商城、固始，西北方向可达河南新蔡、上蔡以及周口甚至更

远。这就加强了阜阳与周边县市以及外省的联系，利于阜阳

商业的发展。

表4 民国时期阜阳水路交通情况一览表

河流名称 通航重要市镇 阜阳段市镇 通航状况 备注

东行由三河尖经正阳关、凤台

县、怀远县，达蚌埠；西经固始境
由三河尖至蚌埠，终年可

淮河 可达潢川、息县：南行由史河可
洪河口、老观 通小汽船；由三河尖至潢

达商城、固始；由淠河可达六安
巷、小曹集 川、息县水涨时，可小汽

苏家埠、麻埠街。
船，其余地段仅通小帆船

西北行由洪河口处经方家集，达 洪河口、地里
洪河 沿河至新蔡可通小汽船

新蔡、上蔡 城、许埠口

东南由县城起，经颍上县达正阳 两河口、行流

关；西北经太和县可达周家口及 集、茨河铺、三 由郡治至正阳关终年可

颍河 西华、临颍、禹县；由周家口入贾 里湾、袁家寨、 通小汽船；其余地点仅通

鲁河，可通扶沟县；由沙河口入 洄溜集、口孜 小帆船

沙河，可通郾城、襄县、郏县 集、永兴集

西行自县城起，经临泉达沈丘、 龙王堂、田村
泉河 水涨时可通小汽船

项城 镇、三里湾

王市集、延陵集、阚疃集，至峡山
淝河 王市集、延陵集 可通小帆船

口入淮

资料来源：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一《舆地六·交通》之《阜阳重要河流一览表》。

明至民国时期，阜阳商业有较大发展，得益于其地理条

件。“颍属之西北及南，皆接连豫壤，而沙、涡、颍、雉、淝、

芡、茨、宋塘诸河，为通身脉络，流贯而汇于淮。”⋯序便利的

水陆交通，使阜阳成为上联河南、下通江南的商品流通的重

要枢纽。河南的周口位于颍河上游，是颍河、贾鲁河、沙河交

汇处．是清末朱仙镇衰落后，商业集散地下移至颍河而兴起

的城市哺1347。348。它是河南东南部的商业重镇，其商业覆盖

陈州府、开封府的部分、汝宁府的北部以及河南中部的部分

州县，共计20余州县"J。位于颍河入淮日正阳关，是凤阳大

关所在地，周口和颍州本地输往江南的粮食均在此报关纳

税。据光绪《凤阳县志》记载“向来河南货物由颍河、涡河舟

运至此上岸，陆路至浦口发往苏杭；亦有苏杭绸缎、杂货由浦

口起早，至长淮雇船运赴颍、毫、河南等处”[8]卷三。这其中有

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不管是河南输出的粮食，还是从苏杭输

入的绸缎等商品，必然由颍河，经过颍州运输。这表明颍州

是长途贩运的通途和商品流通的枢纽。这一说法也得到当

时档案记载的印证。“凤关税钞米豆居十之七八，杂货止十

之二三，全赖上游豫省陈州、汝州、光固等处出产米豆以及凤

颍泅州各属所产粮食。年岁丰稔，客商运往江苏货卖，而下

江杂货亦藉回空船只顺便贩运，往来纳税，上下流通，钱粮始

能丰旺。”【9o这其中也可看出，颍州也是重要的粮食输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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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南杂货的输入地。

至清中叶，随着精耕细作的推广，阜阳粮食产量普遍提

高，“南方之洪河、谷河皆大湾，沃壤广轮，数百十里，二年之

收可备数年之食”【4懈。这就为农产品商品化提供了条件。

“水次粜豆麦时，始有淮、扬、豫远贩至，然亦恒有土著习其

业。””墙五当时本地商贩在民间收购农民粮食，运至城东三

里湾码头，交售外地客商，然后在这里集中装船、转运；也有

本地资金雄厚的商人，自行贩运至江南。与阜阳相邻的六

安，盛产茶叶，其经颍州进行长途贩运的商品以茶叶、大米为

大宗，主要由史河、淠河人淮，部分经运河北上或南下，大部

分由颍河转运至河南周口，再经山陕商人运至天津、山西、内

蒙古等地销售。

民国以来，在津浦铁路通车基础上，蚌埠兴起，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皖北地区的交通格局。当时淮河民船及汽船所运

货物至蚌埠舍舟登陆，改由津浦路南运。津浦铁路虽然取代

了皖北部分水运功能，然尚不致对船业构成绝对威胁【l 0】302，

内河运输在一段时间内仍顽强支撑着。这一时期，阜阳“沿

颍河右岸，当颍商二水之会，为皖北公路之中心，东至蚌埠，

南达六安，西出豫省周家口，北通豫之商丘，交通便利，不亚

蚌埠，故商业发达”¨IJ“。阜阳周边的颍上、太和、临泉等所

产麦豆，大多运至阜阳，再转运出售。从颍河外运的本地产

品主要有小麦、大豆、芝麻、高粱、西瓜及西瓜子，从河南周口

经颍河运往淮河下游的货物有铁、烟草、药材、杂货等。由镇

江运至正阳关，再由颍河运往上游各地的货物有布、药品、杂

货、石油、砂糖等。此外，牛羊皮也是主要输出商品，“牛皮

赴汉亦多，对连划小舟载货至此，改装大船赴正阳关”【12】撕。

在颍河流域有“十里五十只船”之说，可见颍河水运较旺

盛㈣223—224。

在输入阜阳的商品中，食盐当属大宗商品。包括阜阳在

内的皖北地区为淮盐引岸，食盐主要由盐场用帆船从板浦顺

盐河运至淮阴西坝再行转运，这分两条线路，其一是由洪泽

湖，沿淮河、颍河、涡河分运至皖北各处销售，其二由陆路运

至小蚌埠集，再转运至各县。当时的小蚌埠集是私盐的集散

地。随着蚌埠的兴起，皖北盐务局在蚌埠设立，规定皖北2l

县、豫东19县的食盐，运至蚌埠后，到盐务局登记、纳税、折

价后，再行转运，蚌埠成为官盐集散地。当时淮河上游的粮

商，舟运粮食土产来蚌埠，售出后再购盐回返；淮河下游的盐

商，则来时带盐，返回时带粮。盐粮一并交易¨4J5。伴随着

盐粮贸易的发展，皖北地区大宗货物的往来交易皆以蚌埠为

转运点。所销之盐除小部分市销外，绝大部分由淮、颍、涡、

淝、淠等河及相关陆路散销皖北、豫东等县，构成以蚌埠为中

心的盐销网。¨副。

通过对阜阳的商品流通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勾画出阜阳

明至民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图，具体情况见下图。阜阳由于水

陆交通的便捷，成为长途贩运的通途、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

这对于自身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

明至民圜时期阜阳商品流通示意图

从明朝起，就有山西商人来颍州经商，他们开设的有岳 坊、做生意的增多，他们为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互相协作，

阳楼菜馆、大升酱园等¨6㈣。道光《阜阳县志》记载“城乡阌 先后在阜阳建立会馆。具体情况见表5。

阅中，恒多晋人”㈩卷五。随着外来商人来阜阳开店铺、设作

表5阜阳会馆情况一览表

历任会长
会馆名称 坐落位置 建立时间 房屋、田产或义地 涉及行业 备注

(均为义职)

一处在东关外牛

市街；另一处在北
东关处四十多间； 餐饮、酱 霍蕴年、王占奎、

山陕会馆 清同治年间 北大街处二十多 园、 果 李北海、畅耀臣、
大街蕴泰酱园旧
由}

间；两顷四十余亩 店、钱庄 庞玉祥

一处在鼓楼北炮 炮铺街处三十多 书笔业、
吴筱斋、吴宝和、

江西会馆 铺街；另一处在玉 清道光年间 间；玉环桥处门面 银楼、包

环桥 7间；4．5亩 子铺
吴恩、吴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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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间；二十多 烟铺、绸 熊德臣、刘成斋、
1916年改

湖北会馆 北关专署街口南 清光绪年间 为两湖会
亩 布庄 潘长生、王少安

馆

拟建在东关外北
因抗战爆

江苏会馆 抗战前 7亩 中药店 陈如意 发会馆房
石桥

屋未建成

资料来源：周世中：《山陕会馆及其他》，阜阳县政协文史资

料委员会编《颍州古今》(第三辑)1989年版。

在阜阳的外地客商，以山西商人实力最强，他们经营的

较大商铺有十余家，如蕴泰酱园、晋昌祥、晋裕隆、义昌祥、义

昌号、福泰祥、天兴和等。此外，他们还经营钱庄、银庄、银号

等。湖北人在阜阳的投资和商业规模仅次于山西入。当时，

阜阳城最大的绸布庄二十家，湖北人就占了八家。16”03。1∞。

据此，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阜阳当年商业发展的情况，外来

商人在阜阳经营的行业多，规模较大，人员较多，一定程度上

活跃了阜阳商业和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据统计，民国

初期阜阳城建立商业工会的有绸布、京广纸糖、汽车、国药、

粮业、盐业、皮货、酱园、成衣、竹木、船行、菜馆、估衣等15个

组织，394户，资金102万元，县商会直属会员有钱庄当铺、

轮船、打蛋厂、纸烟厂、皮箱、丝行、牛行、茶叶行、杂货行、颜

料行等13个行业，28户，资金530万元。小型商业和前店后

厂的手工业有印刷、针织、丝织、鞋业、笔墨、煤炭、金银首饰

业、铜铁器业、鲜肉、杂货等12个行业，计400户，总资金137

万元ⅢM。这反映出当时阜阳商业的行业比较齐全，资金

规模也是相当客观的。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银钱业的金融支持。清末民

初，阜阳的钱庄有四十多家，资金相当丰厚，具体情况见表

6。当时钱庄的业务主要有存贷款、出钱票。其中益顺恒、益

萃恒、汇昌合等钱庄，与皖督倪嗣冲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实力

较强。钱庄通过存贷款、出钱票、汇票，有的甚至从事实业经

营，获取利润。钱庄活跃市场，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不容忽

视。但是，由于民初阜阳地方治安差，土匪横行，特别是

1922年豫匪“老洋人”洗劫阜阳，对阜城商业、金融业破坏很

大，银钱业在阜阳城的兴盛如昙花一现，很快衰落下去。

表6清末民初阜阳钱庄情况一览表

钱庄 地址 财东 经理 倒闭时间 备注

1922年豫

益顺恒钱庄 阳隅首北路东 倪腾辉 郭焕章 匪劫城停

、lp

今解放北路福音 1925年前 同业中实
益萃恒钱庄 倪老九 高鸣九

堂南路西 后 力较强

同业中的
汇昌合钱庄 大隅首北路西 王慈生 马俊峰

姣姣者

道生恒钱庄 阳隅首北路东 口孜集程家 徐子厚 1929年

宝兴隆钱庄 解放北大街路东 程小溪 霍蕴年 1929年

庆和祥钱庄 解放北大街路西 连喜清 李跃先 1929年

和兴钱庄 解放北大街路东 正阳关人(姓名不详) 夏云臣 1922年

阜兴公钱庄 解放北大街路东 宁介臣 畅耀臣 1922年

三义和钱庄 解放北大街路东 李子让等 魏德夫 1922年

同业中较
协和钱庄 南门内路西 宁振清 温天让 1929年

大

际昌隆钱庄 大隅首北路东 程会亭 杨学孟 1922年

新昌和钱庄 解放中大街路东 印筱山等 徐沐尘 1922年

资料来源：政协阜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阜阳史话》(第四辑)1984年版。

庙会也是促进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庙会是定期性的

集宗教、娱乐和商贸为一体的民众集体活动，当集市和市镇

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农民和商贾购销商品的需求时，庙会便成

为补充形式¨8J2吼。阜阳每年春季有四次庙会，即农历3月3

日西关祖师庙庙会、3月28日东岳庙庙会、4月8日大石桥

庙会、4月19日北关庙会。其中以4月19日北关庙会——

城隍庙会最为隆重。庙会除了宗教活动和娱乐演出外，商品

交易才是其载体。会期一般为三天。外地行商提前陆续赶

到，坐商也提前备好各种商品，四乡百里以内的农民、工匠以

卖铁木农具、桌柜等生产、生活用具为主，蜂拥而至。据民国

《阜阳县志续编》记载，“至光绪年间，人民于成同以后休养

生息，日臻富庶，商业中有多主张出会者。其法每日按商业

之大小捐钱，积少成多，至次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出城隍会”。

会上有大型的迎送神仪式，伴有肘哥、抬哥、高跷、旱船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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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沿城内外主要道路行进，最后汇聚城北门城隍庙前。

“每次出会，各处来观者动一二十万人，商贩旅店，均获利甚

丰。”¨引崔五因此，庙会的商业功能就十分明显了。它对于活

跃阜阳城乡商业以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明至民国时期，阜阳农村集市发展较快，农村集市数量

基本呈增长趋势，清代明显超过明代，民国时期集市数量激

增，镇、乡成为一级地方政府机构，镇、乡政府所在地均为集

市。具体情况见表7。集市既是农副产品的销售地，也是农

民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地，集市须位于交通便利之地方能发展

起来。“颍州为膏腴之地，城郭集镇皆当河冲，人民村落夹

河而居者极为繁庶。”【4J卷2这就说明阜阳农村集市基本位于

交通发达河冲，以水路交通带动陆路贸易，农村集市网络形

成。如，中村集，“在南乡七十里，前邻谷河，商贾辐辏。市日

无虚，主客户杂处”；艾亭集，“在南乡一百七十里，近汝河，

商贾盛集，主客户并”[2]卷2。这样的集市，农民既能销售粮

食和手工业品，也可购买到日常用品；客商既可以销售贩来

的外地商品，又可收购到农产品，外运他处。它们既是高一

级市场的终端销售点，又是本地外流货物的收购点，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聚散各地农副产品，沟通城乡经济联系，促进商

品流通的重要作用¨8]200。

表7明至民国时期隼阳农村集市镇店数目表

集市镇店数
朝代 年号 资料来源 备注

集 店 市 镇

弘治 14 弘治《中都志》卷四

明代 正德 13 22 正德《颍州志》卷二

嘉靖 15 1 嘉靖《颍州志》卷二

乾隆 50 6 16 乾隆《颍州府志》卷三《建置
志．村集》

清代 道光 61 17
道光《阜阳县志》卷二《建置
志．诸多》

民国时期 102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一《舆 镇、乡为地
方政府一

地．行政区域》 级机构

资料来源：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

2001年版，第673、729页的相关表格。

在分析阜阻水陆交通概况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看出交

通对于商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阜阳正是凭借便

利的水陆交通和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是长途贩运的通途、

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同时也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不过，

有学者认为，明至民国时期，由于维护漕粮运道和治河中的

政策偏向，包括阜阳在内的淮北地区成为被牺牲的“局部”，

社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患频繁，经济发展迟缓旧⋯。但在

这一时期，一些有作为的地方官员和热心公益的社会力量对

于阜阳的水利兴修、交通维护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交通状况，促进商品的流通和商业的发展。

明代的安舟岗在州南一百里的淮河北岸，每当淮河水

涨，往来船只依岗停泊，以避风浪。明成化十三年(1477

年)，江西人刘节任颍州同知，发饷给民，督修安舟塘。该塘

“延袤六七里，环绕安舟岗东北”，集灌溉、航运于一体，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益，“政声大著，士民悦服”【2]巷一。清代颍州知

州王敛福疏浚清河。清河原为通商渠，受大、小润河之水，汇

焦陂，过水台达淮。南宋以后日渐淤塞。“乾隆十一年

(1746年)，郡守王敛福传集绅士公议，挑浚五百丈，约三十

里，宽两丈五，深六尺，蓄沟浍之水，北注城隍，南由小润河达

大润河人淮。”⋯巷～与北门外修建的城隍闸相配套，有效解

决阜城水患，也提高了清河的通航能力。除此之外，府治还

．30·

整治府地所辖的淝河、宋塘河、北淝河等，以减少水患，提高

其通航能力。民国初期，皖省在倪嗣冲主政下，曾局部完成

皖北各河疏浚筑堤的治标工程。该工程由财政部于盐务盈

余中拨付皖省250万元，以工赈方式从事皖北河工[10】2虬293。

据《申报》载“试登高地，纵目遥瞩，则见人摩肩接踵，往来不

断，恍若蜂巢，令人兴感而叹中国人力之伟大”【2“。1920年

9月，倪嗣冲离职，皖省在北洋时期再元类似的治河行动。

此次治理，对于赈灾、减轻水患、改善航道均有重要作用。

民间力量对交通改善与维护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据阜阳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阜阳当地民众捐资修桥是非

常普遍的，以清乾嘉道年问为多。⑤其中，双贞桥修建影响甚

大。该桥位于颍州西南谢家集谷河上。此前。该河“不通舟

楫，居民架木桥以便徒行，车骑者难之至。水涨时，两岸遥

隔，行人皆褰裳以涉”。“乃孀妇陈氏暨媳郑氏，两世苦节，

蓄积多年，捐资千金以成此桥。”【l惜九乡人谓此桥为“双贞

桥”。设义渡也是民间力量对于交通的贡献。具体情况见

表8。特别是沫河口义渡，地处水陆通津之地。义渡初设，

“义声一播，远近愿出其途，船少人繁，待渡纷集”，侯缵祖、

陈士循亦捐船两只，岁出杂粮十石。该义渡的设立，使“问

津之众无烦解囊矣”⋯卷九，加强了淮河两岸交通，民众及商

旅往来甚为便利。民间力量捐资修桥、设立义渡等善行，是

政府行为所不及的有效补充，对于改善地方交通，便利商旅

往来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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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清代阜阳义渡设立情况一览表

渡口 位置 设立人 资料出处 备注

节妇徐位列 乾隆《颍州府志》、 船两只，岁给水手
老观巷渡 州南一百里淮水

之妻王氏 道光《阜阳县志》 工食，以济往来

严家渡 颍上县东一里 里民王思孔等 乾隆《颍州府志》 又称新河口义渡

太学生郭宗琦、
捐船两只，地二百

沫河口渡 寿、颍交界，沙、淮交汇处 乾隆《颍州府志》 亩；侯、陈又捐两
侯缵祖、陈士循

船，岁出杂粮十石

柳河渡 县西北三十里柳河人颍处 监生杨峙 道光《阜阳县志》 船一只，地五十亩

资料来源：乾隆《颍州府志》、道光《阜阳县志》的相关记

载。

虽然地方政府和一些民间力量对于改善阜阳交通做很

大的努力，但是制约阜阳交通与商业发展的因素还是客观存

在的。首先，频发的水灾对交通的制约。明代统治者施行的

是抑河夺淮保运的策略，任凭黄河南决泛滥，致使包括阜阳

在内的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严重制约了水陆交通和商业的发

展，导致社会经济整体水平发展滞后。其次，不稳定的社会

环境往往也会阻断交通和制约商业发展。据黄汴的《一统

路程图记》记载，一些商道经常有土匪出没，提醒过往商人

小心。“自颍州至大名府，响马贼甚恶，出没不时，难防。”¨2'

一些商人可能惧怕被抢，往往改道出行，使得一些繁忙商道

荒废。民国以来，阜阳屡遭匪患，1922年秋豫匪“老洋人”洗

劫阜阳城。这是对阜阳城市和商业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匪灾。

再次，新式交通推动阜阳商业乃至社会经济的作用并不明

显。清末民初，铁路在皖北地区出现，京汉、津浦、陇海铁路

相继修筑，阜阳恰好位于几条铁路之间的空白地带，东、西、

北三面距铁路各三百里，南面距离20世纪30年代通车的淮

南铁路，也大致三百里。铁路对于阜阳的经济拉动作用似乎

并不明显。新式汽船出现在颍河是在20世纪20年代。利

淮、通达、裕淮、长淮四家轮船公司先后在阜阳设立代办处，

小轮船一度发展到3l艘，但航行受季节限制，冬季枯水期难

以通航。新式汽船并非主要运输工具，木帆船仍是货运的主

要工具。公路虽有修建，大多为土质路面，路况较差，雨天难

以通行。阜阳从1920年就出现到蚌埠的汽车客货运输，后

又开辟到太和、亳州等地的路线。这只是阜阳汽车运输的开

端，对商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作用有限。传统的交通模式

仍占主导，这是阜阳缺乏发展新式交通运输的物质基础的体

现。

四

明至民国时期，尽管国家统治者抑河夺淮保运的策略，

包括阜阳在内地皖北地区成为被牺牲的“局部”，社会经济

发展滞缓，拉大了与江南地区发展的差距。但与自身相比，

商业乃至社会经济还是有很大发展的。这主要得益于其地

理条件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为其商业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这一时期，阜阳成为长途贩运的通途和商品流通的枢纽，外

地商人在阜阳经营商业，设立会馆，庙会是促进商业发展的

有效途径，集市贸易也发展较快。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对维

护和改善交通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这是中央政府力量所不及

的有效补充。但制约阜阳交通和商业发展的因素也是客观

存在的。这一时期，包括阜阳在内的皖北地区存在传统与近

代的二元交通运输方式，二者在一定时期仍并存，新式交通

建设的迟滞，一方面固然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另一

方面因新式交通之未能快速改善，相对地也可能抑制了当地

经济发展的许多契机，两者之间实相互作用¨0J 316。

在传统社会模式下，便利的水陆交通可以为传统商业提

供发展的空间。它主要通过农业商品生产来影响商业活动

的规模和范围，阜阳以颍河来维系内河运输，以淮河为通向

外埠的通道，成为传统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近代以来，虽

然传统商业对城市发展仍起着较大的作用，但传统的交通方

式已经严重制约阜阳城市发展的脚步，这就要求新式交通方

式如铁路、公路的大发展，以满足城市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求。这种新式交通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实

现的。传统的交通方式一定程度上维系着阜阳传统商业的

状况，由于缺少新式交通进一步的拉动，在近代化的道路上

阜阳举步维艰，难以实现长足发展。

注释：

①亳州，明洪武初，以州治谯县废入亳州，不久降为县，

属归德府。亳县洪武六年(1373)至弘治九年(1496)属颍

州。弘治九年复升为亳州，改属风阳府。

②霍邱属第四行政督察区，蒙城属第六行政督察区。

③这方面的研究有吴海涛的《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

考察》，陈业新的《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

应对研究》，马俊亚的《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

研究(1680—1949)》，沈世培的《文明的撞击与困惑——近

代江淮地区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等。

④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

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

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许檀：《明清时

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3期)。

⑤正德《颖州志》卷二《关梁》记载捐资修桥5座，乾隆

《颍州府志》卷二《建置志．铺舍．桥渡》记载捐资修桥25座，

道光《阜阳县志》卷三《建置．津粱》记载19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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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e in Fu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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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Ming Dyn踮ty to the Period 0f RepubHc of China，Fuy觚g city became tk hIlb of 10ng—distarIce tra岱c and

commodity circulation because 0f its superior geographic8l condition and convenient water—bome and land transportation，whjch im。

pacted铲eatly on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During that time，many f01．eign businessmen f如m other di8tricts came here

to mn business and establish guilds．7nlerefbre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relatively pmspemus．Being the e雎ctiVe way to pmmote devel’

opment of eommerce，fair trade got r印id progress．Besides，10cal govemment aIld f01k force played a si即mcarIt role in maintaining

and impmving tmrIsportation．However，there are also other objecti佗facto墙liIlliting the developmenc of tI．ansportation and c伽功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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