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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漕河中的百万“衣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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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琦；李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清代漕运年复一年，带来了繁复的运粮事务和巨量的货物流转，由此各色人群汇聚运河沿线，从事体力、商业

以及其他各种服务性的活动。运丁和水手是漕粮运输的主力，倚食漕粮运输以及附载的货物；纤夫和脚夫维持运河船只往

来，以廉价劳动力获取生计；浅夫和泉夫等济运群体依赖漕事为生；商人与贩夫既包括各大商帮，也包括贩夫走卒，既包括

坐贾行商，也包括各种服务性从业者。不少人群从传统生活秩序中“溢出”并结成新的生活共同体，倚食漕河，极大地推动

了运河区域的消费市场和商业繁荣。清代漕运极大地影响了运河区域的大众生计和社会生活。

一、运丁和水手

　　运丁和水手是清代漕运的直接参与者，有运输漕粮之责，也是最显著的借漕为生的“衣食者”，两者合计达十余万人。

运丁和水手一起承担每年的巨额漕粮运输任务，以此获得安身立命的钱粮，同时他们在漕运过程中进行广泛的私货贸易，为

沿运区域带来巨量的商货，极大地改变了沿运区域的商业环境。

为保障漕运的平稳运行，清廷给予运丁诸多方面的报酬和待遇，然而在实际漕运中，由于物价上涨、屯田丧失、易遭勒

索以及肩负巨大的赔补责任等多种原因，大多数运丁的生活入不敷出，处境窘迫。针对运丁这种窘迫的生存境况，清朝历代

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优恤措施，但效果甚微，运丁的贫困问题一直延续至漕运废止。

水手是在船舶上从事操舵、划桨、撑篙、升降船帆、装卸货物等工作的劳动者的统称。在清代漕运的绝大部分时间中，

雇募的水手成为漕运劳力的主体，这在康熙中后期已经显现。清代漕运水手大多来源于沿运地区的流民，他们身处社会底

层，缺少其他谋生的手段，极度依漕为生。水手被雇佣后为了多获雇值，经常与运丁发生纠纷。为减少纠纷，维护漕运的稳

定运转，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将各省各帮雇佣的各色水手工价开列，形成定规，绝大部分普通水手往返一次的雇值在

三两至六两之间，远少于运丁的各种报酬。事实上，雍正以后，就连这样低标准的收入也难以保证。

在窘迫的生存状况下，运丁和水手通常会纠合在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最大限度利用朝廷的政策规定，在出运过程中

大肆进行贩私活动，以至于贩运私货成为运丁和水手的重要副业，这是其依漕而生的重要途径。当然，与运丁相比，水手群

体人数更多，境况更困窘，加之其受雇的特殊身份，会表现出更强烈的趋利冲动。另外，运丁和水手还在漕粮兑、运的过程

中，极尽所能地勒索州县、敲诈商船、偷盗漕粮等。他们围绕生存、生计的所有活动不断地影响运河区域社会，并融入运河

沿岸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

二、纤夫和脚夫

　　清代运河纤夫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来自于沿运州县承担拉纤差役的民户，主要为官船拉纤。另一种是专门以拉纤为生

的人，通常被称为“短纤”。这些人多为流民或者生活贫困的百姓，他们聚集在运河沿线，等待漕船运丁的雇用，以此获得

勉强糊口的酬金物资。运河沿线以拉短纤为生的群体数量巨大。运河纤夫的工作量大，非常艰辛，所获十分微薄。

脚夫是从事货物搬运、以体力劳动换取报酬的从业人员的泛称。脚夫早已有之，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至清代，脚夫数

量在运河沿线增长迅速，是沿运城镇最常见的群体之一。究其原因，一是清代漕运的兴盛和运河的畅通带动了沿运区域商品

经济的大发展，南来北往的巨额商货在沿运区域频繁交易，需要大量搬运货物的脚夫。从众多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脚夫聚

集、活跃的地方，多为商业繁荣、市场兴盛的市镇。二是随着沿运区域商业化城镇的发展繁荣，附近农村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渐减，农业领域的多余劳动力流向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城镇，其中很大一部分加入

到职业门槛较低的脚夫行业。脚夫群体在沿运城镇中广泛集聚。

脚夫有固定工和临时工之分。固定工多为城镇内的贫苦民众。有的父子相承，几代都做脚夫。临时工多为近郊的农民，

或外地到城里谋生的人。清代，由于脚夫群体的发展壮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脚夫组成的行业工会——脚班。

纤夫和脚夫属于典型的社会底层的“衣食者”，大多是来自于运河沿线的穷苦农民或流民，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挣取养

家费用。然而，这是运河上每年数千艘漕船及其他各类船只频繁往来而促成的一种社会生活场域，在清代漕运大规模运行及

运河物资交流繁荣的环境下，纤夫和脚夫群体应运而生并发展壮大，成为清代运河全盛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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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清代皖江救生组织与基层社会控制

三、浅夫和泉夫

　　运河开凿之后，由于自然原因，经过一定时间便会出现泥沙淤积而致使河道变浅的问题，易造成漕船阻滞难行或搁浅，

影响漕运的运行。淤浅之处必须开挖疏浚，漕船方能通行。这些挖浅的人夫称为“浅夫”。浅夫最早出现于明代，清代为维

持运道畅通，也在运河沿线设置浅夫。浅夫的来源有军、民之分。

泉夫也起源于明代，主要集中于大运河的会通河段，负责疏浚会通河附近的泉源和泉道，使泉水流入运河，补给枯水期

的运河水量，以维持漕运的畅通。入清之后，会通河段以泉济运仍是济运保漕之必需，关系国家大政。为保障运河的畅通和

漕运的正常运行，清代在山东会通河沿线的州县设置泉夫，负责对泉源和泉道的维护，以泉济运。泉夫因此成为清代重要的

济运保漕群体之一。

清代泉夫分为佥派和雇募两种，数量在不同时期略有增减，但总体变化不大，保持在七八百名。

浅夫和泉夫是清政府为保障漕运这一国家大政在沿运区域佥派和招募的济运群体，人数虽然不多，但在保障运道畅通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商人与贩夫

　　清代运河的贯通和漕运的兴盛为沿运区域带来了便捷的交通和巨额的商货。这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运河沿线及南北间的

商贸往来与发展，由此商贸成为与漕运紧密相关的一大产业。繁荣的商业环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商人在沿运城镇从事各种活

动，包括各大商帮组织、往来各地的行销商人、就地经营的商铺商人以及从事各种商业经营与服务业活动的民众。

活跃在运河区域的商人、可分为坐贾与行商。坐贾又称铺户，即坐地经商的商人，一般在沿运各城镇开设固定的商铺或

货栈，进行货物的批发或零售。运河沿线还有为数众多的行商，行商流动性强，他们通过运河往返贩运，赚取利润。清代运

河商业贸易的繁荣吸引了国内各大商帮的涌入，抢占商机，分攫市利，其中以徽商和晋商最为突出。运河沿线城镇繁荣的商

业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力市场，还为大量小商小贩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清代“衣食”漕事者还有管理漕运和修河的各级官员、剥船船户、闸夫、漕船修造工匠、粮仓建造工匠和粮仓看守等。

此外，其他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甚至盗匪人群，也无不与漕事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漕运成为运河沿岸乃至于更大区

域的社会各阶层谋生牟利、特别是底层群众维持生计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场域，由此，运河沿线各城镇、码头尽皆分布着数量

庞大的流动人口，极大地增加了沿运区域的人口基数。

清代漕河中的“衣食者”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样、来源复杂。这些以漕运及其衍生行业为生的各类社会群体，从

不同地方的传统生活秩序中“溢出”并结成新的生活共同体。他们聚集在运河沿线，为漕运和运河提供巨大的人力支持，既

依漕河为生，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消费市场和商业环境的繁荣。

漕运的重要特性之一，在于其巨大的流动性。漕船的流动带来物资的流动和人口的流动。清代漕河中的百万“衣食

者”，在运河沿线的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地域性空间流动，不仅成为漕粮运输的主力军，也是运河

商品流通、城镇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以南北大运河为主干，运河区域不断影响更大的空间，连接更多的区域、市

镇，吸引更丰富的商品、行业与人群，形成相对成体系的、流动状态的、具有发散与辐射作用的运河经济带。从社会变迁与

官府治理的角度而言，这些社会群体皆属区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潜在的社会破坏力量，当然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所

在。道光年间，清廷实施漕粮海运；咸丰年间，运道淤阻，运河漕运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废止，近百万依漕为生人员的失业

与安置遂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这其中的部分人在巨大社会变动中结成盐枭、青帮等社会寄生组织，对沿运区域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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