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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
当初的那些交通工具
老舍笔下“骆驼祥子”描述了北平人力车夫祥

子的辛酸故事。拉洋车的行当在新中国成立

之前，可谓司空见惯。其实百年前的交通工具

已发展到了自行车，只是那时候的中国也只能

是末代皇帝退位后在皇宫里骑着玩。平民百姓

出远门就只有雇牲口拉的车或骑马、驴、骡之

类。后来又有了人力车、人力三轮车，二十世

纪初才有了有轨电车，公用交通的汽车就更

是后来的事了。今天，咱们走街串巷去寻找当

初那些交通工具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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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门赶驴市 会识途的驴车
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宣武门外城路东有个赶驴市，现在叫香炉

营头条。这个市不是卖驴的市，而是出租驴供人骑的市。

赶驴市说白了，就是老北京最早的出租车站，出租车就是这些门

驴，人们都管它叫营业驴车。据《民社北平指南》介绍，平京四郊各

城关均有驴户，以供往返乡里之人雇用，其价目每里约需大洋一分。

如遇郊外庙会开放时，则利市三倍。

营业驴车分“站口儿”和“跑趟子”两种。“站口儿”就是在一定

的处所等候雇客，或送一程，或包车来回。每遇庙会期间，不少驴户

牵着毛驴儿集中在这个市上待人雇用。一旦成交，客人骑驴，主人以

短鞭后催，名曰“赶驴”。这就是赶驴市胡同名称的起因。由于城外

土路坑洼不平，车行不便，于是毛驴便发挥了它的特点。“跑趟子”

又叫“跑海”或“趟子车”，即赶着驴车沿着一定的路线来回拉客。过

去，在天桥到永定门，东四到朝阳门，西直门

到海淀等路段，都有趟子车。从宣武门到白云

观，营业驴车更多，这趟路线是为了方便人们

到白云观赶庙会、进香或游玩的。因这种车较

简陋，定价也很便宜。早到的乘客抢占前辕坐

处，比较舒适。后来者便盘腿坐在车厢内，比

较苦。最后上车者，只能坐在车尾，有被颠簸下

来的危险。民国以后，这种驴车逐渐绝迹。

夕照寺育婴堂 做慈善的牛车
据记载，康熙元年，绍兴人柴世盛在广渠门

内夕照寺募建育婴堂，孝庄文皇后“首颁禄米”

予以支持。该堂仅仅经营二十年，便颇有成就，

“所活婴儿以万计”，为世人称道。雍乾繁荣期，

真正推动全国育婴堂事业发展的是雍正皇帝。雍

正二年，为鼓励和支持民间育婴事业，他有意表

彰了京师广渠门内的育婴堂，“特颁匾额，并赐白金，尔等其

宣示朕怀，使之益加鼓励”。

柴世盛还在崇文、宣武、朝阳等几个城门处设立收婴

处。当年育婴堂孤儿院里，除了收养那些穷苦人家无力抚

养的孩子以外，还专门收留弃婴。为了更加全面、细致地

开展慈善工作，孤儿院的工作人员还主动上大街捡弃婴，

而主要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牛车。

当时每日拂晓，育婴堂便有人赶着牛车在街上到处

233



转。牛车上有一个大木箱，后面开一洞口，洞上悬

一幅黄色布匾，上书“陆地慈航”四字。遇到婴尸

便拣拾起来，从洞口放入牛车上的大木箱内。这

些被丢弃的婴孩多为被掐死的女婴或私生子，有

的被拣回尚未断气，还可以救活，就收养在育婴堂

内，而已经死亡的婴儿则给予安葬。

最普及的人力车
人力车又称洋车或“胶皮”，南方多称东洋车

或黄包车。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74年，由一名来华

贸易的日本商人进献给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于

光绪初年出皇宫时曾经乘坐过这辆人力车。

清朝末期，北京的人力车主要是在宫廷使用。

当时慈禧太后长期居住在颐和园，宫内的太监和

达官贵人们经常往来于紫禁城与颐和园，其中的

一部分显赫人物就乘坐这种人力车。当时，人力车

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炫耀，另一方面也是图其新

鲜时髦，还便于观赏沿途的景致。

1915年，袁世凯在中南海成立了一支人力车

队。这时人力车的车厢已经由方形改为半圆形。车

轴与车轮的结合处安装了滚珠轴承，包铁皮的车

轮改成了辐条式，并且安装了橡胶内外胎。这样轻

快便捷，更加实用。中南海的洋车主要是供袁世凯

自家使用，还有就是接送前来中南海开会议事的

北洋政府各位总长们。在大总统府拉人力车，每

个车夫一个月可以挣3块多大洋，相当于当时一个

士兵的饷额。

大约20世纪20年代，北京街头才出现了专作

代步工具、具有营业性质的人力车。北京第一个制

造人力车的是东华门大街路南的懋顺车厂。除此

之外，虎坊桥的“西福星”、崇外上三条的“东福

星”、西四北路的“华馨”等字号，都是制造人力车

较有名的车行。

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家往往自购人力车，雇专人

包拉。大量的人力车都是一些车厂子的，穷苦的

车夫租车拉客。大型的车行拥有一二百辆车，一些

小车厂仅有二三十辆或一二十辆车。旧日的北京城里，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

具。在十字路口、胡同口，常有三五辆或十来辆人力车在等候拉客。尤其在

戏园子、饭馆子、澡堂子、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旅店、火车站、天桥、公园、

八大胡同等处，候客的人力车更多。拉人力车的，分白班和夜班，又有拉包

月车和拉散座的分别。旧时北京的人力车车夫是极为辛苦和悲惨的，他们

忍受着车厂主的剥削，又常常受到一些恶棍警察的敲诈勒索。每天早出晚

归，满街奔跑，挣几个钱仅能糊口而已。

西总布胡同11号  电车与人力车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人力车的数量日渐增多，而且电车、公共汽车

逐步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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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1921年6

月，地址在西总布胡同11号。公司经营北京

有轨电车事业，并兼营公共汽车。1924年12

月18日电车正式投入运行，自此，北京近代

公共交通事业正式起步。至1935年共有车辆

96辆。后因时局动荡，发展极慢，至解放前

夕，北京有轨电车也仅有7路。解放后，由人

民政府接管。

电车线路和公共汽车线路经过市内较

繁华区域，人流多，势必对人力车夫的生意

产生影响。1929年，西北郊长途汽车开行

后，“车辆日渐增多，且车价极廉，乘客踊

跃，而人力车夫之乘客日渐减少，甚至每日

无一次坐客者”。到1948年，北京的有轨电车网络只剩下个架子，每日运营车

只有几辆，时开时停。1940年之后，真正导致人力车更新换代的是三轮脚踏

车开始流行。

 

老北京一大特色 三轮车
人力车夫是一个辛劳困苦的阶层，不仅拉车时间长，而且拉车时需长

距离奔跑，劳动强度大，时有体弱生病的车夫会暴毙在拉车的街上。直到

1949年全国解放后，由人拉的洋车逐渐消失，代之的是人力蹬蹋的三轮车。

三轮车一时之间成为了老北京最主要而且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其实说

白就是人力车的升级版本。这么一来，减轻了车夫的劳动强度，而且还提速

了，客人坐着也比过去舒服了。人们还总结了一个顺口溜：“三轮车，真时兴，

不用腿跑用脚蹬。去前门，逛故宫，东便门外蟠桃宫。坐三轮，心宽松，不用

担心打天秤”。

如今，三轮车已经成

为老北京胡同游的一大特

色。三轮车夫们拉着游客

走街串巷，所到之处历史、

建筑、人文、风情、轶事都

讲得头头是道。时不时的

来一声吆喝，再唱上那么

两句京剧，话语间的幽默

让游客们深切感受到老北

京胡同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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