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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池航运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楚将庄?开滇。元明清时期，滇池航运一度兴盛，为周边

州县提供了舟楫之利，其也曾是滇西、滇南货物运往滇东、滇东北的转运点。滇池航运分为载人、载货、渔业

三种，船舶种类较多，货船、客船、渔船、游船、渡船皆有。滇池沿岸古渡口众多，历史上滇池水域曾经出现

的古渡口至少有２０个。晚清至民国时期，滇池流域人类活动频繁，移民不断涌入，航运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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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池又名昆明湖，古代称滇南泽。滇池位于昆明
南部，属金沙江水系，在普渡河上游，是云南省水面

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现在的滇池南北长３２ｋｍ，东
西宽１０５ｋｍ，湖岸线长１６３２ｋｍ。由于经过近代密
集的人类活动干预，如移民开发、围海造田、湖水养

殖、开凿运河，滇池水面面积退化，与中古时期不能

相提并论。唐代樊绰所撰 《云南志》记载：“昆池在

柘东城西，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五里。”［１］２４如果按

照１ｋｍ等于二里计算，唐代滇池的水域面积约等于
现在的两倍。滇池湖水主要通过沿湖２０多条大小河
流汇集，其中较大的河流有盘龙江、白沙河、宝象

河、马料河、呈贡大河、梁王河、东大河等。湖水由

其西南唯一的出口 “海口”泄出后，经安宁螳螂川，

流经富民、武定、禄劝、巧家汇入金沙江。

滇池航运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

楚将庄?开滇。元明清时期，滇池航运一度兴盛，

为周边州县提供了舟楫之利，也曾是滇西、滇南货

物运往滇东、滇东北的转运点。明代 《景泰云南

图经志书》记载滇池航运盛况：“千艘蚁聚于云津，

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

民”。［２］滇池航运分为载人、载货、渔业三种，船

舶种类较多，货船、客船、渔船、游船皆有，游客



可以自由挑选船只泛舟滇池。滇池沿岸古渡口众

多，滇池水域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古渡口至少有２０
个。明代顾养谦在 《滇云纪胜书》中描写了乘船

游览滇池的情形：“其明日，谋泛滇海，乃假沐氏

舟放乎中流，集渔舟十数，随行而渔。俄而风急不

可前，非易渔舟而前复不可，乃听其漂摇而还。海

势不足畏，而风力胜差当扬子渡耳”。［３］１７２由于风高

浪急，船只踟蹰不前，顾养谦泛舟滇池的计划半途

而废。晚清至民国时期，滇池流域人类活动加剧，

移民不断涌入，航运兴旺。

一、湖上货运

昆明城依山傍水，城内水道纵横，城外护城河

环绕，大小数十条河流汇入滇池，滇池坝子因气候

温和、降雨充沛、水网密集而成为云南重要的农业

区，其农产品贸易繁荣，因此滇池货运以米粮、食

盐、水产等为主。滇池流域盘龙江、大观河 （元

朝１２７４—１２７６年间所开运河）均能通行大船抵达
呈贡、昆阳、晋宁，各县米粮、蔬菜、瓜果、水产

通过水路运抵省城，篆塘、德胜桥均是重要码头，

商业运输堪称发达。南郊南坝河和西郊西坝河上，

也有着主要输送肥料和蔬菜的村与村间的短途水

运。篆塘河 （后改称 “大观河”）一直是滇池水运

大动脉，以供应省会粮食为主要任务，因而在明代

一度称为 “运粮河”。清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年），
清军入滇征讨吴三桂叛乱，包围昆明城，最初忽略

封锁滇池，昆阳、呈贡、晋宁各县的大米、果蔬依

然从滇池运进城中，吴氏政权得以维持半年之久。

后来，随军入滇的布政使王继文查知此事，封锁了

滇池，吴氏政权粮草来源断绝，很快土崩瓦解。

１９０８年昆明自开商埠，各界商民大兴实业。
档案中记载 《吴洪兴创设力行章程》，如篆塘一处

规定：“如由西关厘税局与篆塘处，挑送商货只交

城外街巷铺店，每挑给力银三分，送至城内，东南

北三区界段，则给力银一钱二分，设自大观楼走脚

照加银元一角，然船载到大观楼、篆塘等处不得由

船夫挑送，以乱行规。”［４］８８这个条款就是规定水陆

分段运输，大观楼、篆塘作为上下货物码头，船夫

不得代替挑夫。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４日，代理云南府事
陈先沅为请设力行上报云南劝业道 《挑力夫行章

程清折》，其中规定了防止垄断的条款，针对水陆

运输：“水陆客商货物行装如有情愿自行雇人搬运

者，应听自便，该行不准借口埠头名目任意把持抽

收钱文。”［４］９２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滇池航运没
有受到太大冲击。 《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滇池

“沿湖县分如昆明、昆阳、呈贡、晋宁、安宁之航

运，直接均利赖之。其他则玉溪、峨山、新平、思

普一带之货物，以及迤西各井之食盐，亦由此湖转

运至省，附近滇越铁道之呈贡、澄江等，亦大多舍

铁、陆运而改由湖运”。［５］２３清末民初滇池湖面上

“大船往来昆阳、晋宁间，每日晚开早到，以运米

货为主。小船则运柴炭、日用品”。［５］２４民国石仙在

《黔滇旅行记》中也描述，“滇池在省会之西数里，

有小运河通城壕，为民船运盐来往之路”。［３］２９９当

时，集中在篆塘的大木船，始终是昆明与昆阳、晋

宁等郊县之间的主要水运工具，依靠滇池运到昆明

的货物，下船后先运到小西门外的堆栈和旅店中，

等待买主。１９２０年底，西门外开设有利源马车公
司，专运民船及落店货物。商人去昆阳、晋宁也多

半在篆塘搭乘大木船。１９３３年初，为适应日益频
繁的滇池水运，填旧篆塘、开新篆塘的工程也开始

动工。抗战时期，昆明人口陡增，内迁机关、学

校、工厂、公司、银行甚多，另有大量美军驻扎于

城内外，对滇池周边各县农副产品有巨大需求。

１９４３年，云南省当局还扩建新篆塘码头，由绥靖
署所辖的工兵团负责全部工程，年底全部竣工。美

军记者约瑟夫·Ｅ·帕桑提诺在大观河边看到：
“定期往返于昆明湖和城区之间的几千条驳船和舢

板以及为数不多的帆船，大大地帮助了昆明超载的

运输。联接昆明湖和市区的是一条狭窄、风景如画

的昆明运河，一条塞满船只、同样日夜忙碌的水

道。” “每天，成船的石块、焦炭、盐、砾石和木

材就靠这种办法拉到城区。”［６］当然，滇池水域广

阔，遇有大风暴雨、波浪汹涌时，湖上货运还是有

极大风险的。长期以来，沿岸船民形成了一些惯例

和约法规避风险。春夏之间，滇池白天风浪较大，

民间船户相约，都得在下午风定浪平时船才开出，

但翻船事故仍时有出现。

此外，滇池出口螳螂川由安宁城南的黄塘村至

青龙的竹菁口村八十余里可通行小船。《新纂云南

通志》记载安宁：“仅螳螂川由昆湖东南二十五里

黄塘村入境，经县境温泉、禹龙甸出境，计八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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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昆湖之船至海口止。温泉以下居民，有以高头

小船运柴逆水而上至县城出售者”。［５］２９历史上由于

安宁城区的盐场坝曾是云南重要的产盐区，熬盐需

用大量的燃料，这些燃料历来是依赖螳螂川中游两

岸各村农民砍伐木柴供给。买方采购木柴后先用人

背马驮运到河边，再用大船逆水运抵县城盐场坝，

供给熬盐的灶户。那时，从珍泉村以下河边的村庄，

几乎每村都有一至三艘大船，整个螳螂川中运木柴

的船不下七八十艘。小河口、温泉 （“天下第一汤”

池）前、前石洞、后石洞、安宁城的河尾底都是供

大船停泊的主要码头。这种大船一次能运载４～５ｔ
重的货物，运货时一艘船共需船工八九人。一人在

船上打杂，一人用长顶篙撑船，其他人则每人牵一

股绳子沿岸拉船，逆水行舟，十分辛苦。从官庄到

温泉的水路仅１０多千米，但也要拉一天。

二、渔业

滇池流域是云南重要的渔业区，其水产品种类

繁多，产量大。捕鱼最重要的工具是渔船，否则渔

民无法进入内海捕鱼，因此，渔业构成水上运输的

一部分。唐代樊绰所撰 《云南志》记载：“西洱河

及昆池之南接滇池，冬月，鱼、雁、丰雉、水扎鸟

遍于野中水际。”［１］１１０清雍正 《安宁州志》描写滇

池渔火胜景——— “江湾渔火”，谓：“江湾环曲折，

渔人多宿柳下，夕火如星”。［７］清道光 《昆阳州志》

也有滇池 “渔舟唱晚”的描写。该志记载草海，

“连接滇池，在州东门外征元阁前，莲藻平铺，掩

映桃柳，渔舟贾船，络绎其中”。又记：“城临昆

池，渔舟浮于城下，每至金乌西坠，渔歌四起，不

独天风海水能移我情。”［８］细读这些文字，滇池渔

舟荡漾、渔歌唱晚的场景扑面而来，说明渔业的繁

荣。清道光 《晋宁州志》描写：“招江于之渔父，

柳外舟横，解身上之龙文，芦中人在。诗翁冒雪摇

金，勒于灞陵。丞相征南，联铁索于泸水，千寻虹

卧，引达迷津，一叶飞来，藉达彼岸。晋宁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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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或刳木而荡碧流，或编竹而凌绿

水，清风则朱栏迳渡，明月则画舫轻吹。舰拟青

龙，一夕达云津之市。街开朱爵，四通汇春雨之

波。”［９］这段话回顾了云南的历史以及滇池与昆明

城的关系，其中出现了独木舟、竹筏、客货船、渔

船，滇池的水上渔业和运输业繁荣了云津街市。清

末方树梅所著 《晋宁州乡土志》记载晋宁出口大

宗之一为干虾：“滇池中产之甚多……运于迤南一

带州县销售”。［１０］渔业是滇池流域居民仅次于农业

的第二大产业，由于当时人口少，水质好，滇池

鱼、虾、贝、蟹、螺等类资源非常丰富。

从前滇池流域面积较今日广阔，“斜长一百余

里，东西广三四十里不等。历昆明、呈贡、昆阳、

晋宁四县境，周围约三百余里。……水产有蒲、

苇、鱼、螺等类，滨居之民获利至溥。”［１１］２８１９２４
年出版的 《昆明市志》记载滇池渔业：“昆池为产

鱼最盛之区，滨居人民又十九以渔为业。故市内需

要之大部分皆取给于其间……池之上游草海中，渔

舟络绎，以网捕取，盛以木盆而售诸市，每日当在

数百斤之数。渔获物尚有螺蛳、虾、蟹、海菜等。

螺蛳取获尤多，恒见满船载至篆塘河畔，敲去其

壳，取其肉洗净而售诸市。”［１１］７６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辑的 《云南省农村调查》

记载云南的渔区以滇池、洱海、抚仙湖、中涎泽四

湖为主。至于滇池鱼之产量，据实际调查，年约六

十余万斤，具体分配如下：昆明境内年约三万余

斤、昆阳境内年约五十余万斤、呈贡境内年约六万

余斤、晋宁境内年约三万余斤。［１２］１６５又记：“除渔

产外，滇池中尚有水藻，经捞取后，晒干成饼状，

用作肥田之用，计每饼重五六斤，每百斤售价十元

左右，普通以个计，每百个可售价五十余元。”［１２］１６５

从上述史料记载看，这时期滇池水生态较好，具有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水产品种类多，种群数量大，

即使最接近大观河和市区的草海都盛产鱼虾。《续

云南通志长编》记载：“滇池年产水产约值滇币六

七十万元。滇池内从事渔业之船舶，大小共约三百

余艘，其中，昆明县属一百余艘，昆阳县属一百余

艘，呈贡县属四十七艘，晋宁县属一百余艘。”［１３］

至于渔具，《云南省农村调查》记载：“滇池内普

通系用以麻线制成篆网，麻遮线、龙线、花篮线

网，丝网、撒网、挟网，或竹制成之篾笼子、篾花

篮等数种，此外，尚有以及□水乌鸦捕捉者，以用
撒网捕捉者为多。”［１２］１６５撒网捕鱼必须驾船进入滇

池内海才可能获得较好的产量，利用鱼鹰捕鱼也必

须使用船舶，因此，渔业是滇池航运的重要组成部

分。“滇池之渔民，多系半农半渔，其专持渔业者

为数甚少，盖专门从事渔鱼不能解决其最低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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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１２］１６６一则是鱼贩子中间的剥削，“如在昆明市

销售鲤鲫，有时一斤可售一元七八角，但在乡街仅

售四五角一斤而已”。［１２］１６５一则是缴纳政府的赋税

———渔粮，产量最大的昆阳县征收此项税种。据国

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滇池周边大约有渔民２０００人 （见表１）。

表１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滇池渔村分布［１２］１６６

县别 渔户数 渔民数 著名渔村名称

昆明 百余户 五百余人 大观楼 明家地 西坝 海坝 五甲塘 清河

昆阳 百余户 七百余人 坝埂村 亮沟村 大沟尾 大河嘴 白山村 有余村 老塘嘴 独房子

呈贡 百余户 五百余人 斗南村 红尾村 乌龙浦 安乐村 徐家沟 黄家地 老荒滩 沙堤村 江渡佛墩河泊所

晋宁 百余户 五百余人 下海埂

　　抗战时期，寄居昆明西郊的冰心在 《默庐试

笔》中描写了她眼里的西山、滇池和渔舟： “早起

西窗满眼的朝霞，总使人不忍再睡，披衣起立，只

见湖上笼着一层薄薄的朝霞，渔舟初出，三三两两

的扯满了风帆，朝阳下几点绯红，点缀在淡蓝的微

波上，造成一种极娇嫩的鲜明，西山在朝霭中有时

全现，有时只露出一层，两层，三层。”［１４］３８这是晨

曦中的西山和滇池，波光帆影在朝阳下充满诗情画

意，令人沉醉。“黄昏时候，红日半落，新月初上，

满城暖暖的炊烟，湖水如同一片凝冻的葡萄浆酪，

三三两两的白鹭，在湖光中横过稻田南飞。”［１４］３８

三、客运旅游

清末至民国初期，滇池上船舶可分为轮船、民

船两种。轮船如昆玉轮船公司小火轮二艘；昆湖轮

船公司也有两艘，小火轮一艘，汽船一艘。民船主

要是木帆船。这两种船都投入滇池客运旅游。

（一）木船运输

滇池沿岸名胜古迹众多，乘船旅游既舒适惬

意，成本较之乘轿骑马又划算许多，一般游客都选

择租船泛舟滇池。这种船一般形制较小，主要运送

游客到大观楼和西山等地，并供人雇往 “耍海”

（在草海中环游）。明朝尹伸 ［四川叙州 （今宜宾）

人］赴任云南时曾泛舟滇池，写下一篇游记 《泛

昆池登太华文殊岩记》，描写了滇池的湖光山色。

“舫从小河入，二里许及池。风日明霁，水天映

彻，此身已随凫鹄摇曳。两月来尘土肠胃，为之一

涤。洲潭隐见，芦苇不时开合，棹行颇
+

。渔家拍

浮，根株不定，土人所谓草海者也。”［３］１９桂馥在

《近华浦秋冷歌》中写道：“尖头艇子棕毛篷，窗开

四面迎水风。浦光一碧秋空蒙，橹声哑哑摇其中。

群山倒影千百峰，堤柳几树垂腰慵。远帆后有渔舟

从，越吟吴歌狎蛮童。”［１１］２２０清末云南籍状元袁嘉谷

有 《春日游大观楼》一诗云： “鹤背仙犹谪，螺舟

渔自眠。斜风送花舫，春水碧如天。”［１１］２２０可见，租

船畅游滇池，古已有之，文人骚客乐此不疲。民国

时期在云南做过盐务官的钱文选在 《游滇纪事》中

描写大观楼附近租船业的发达，“将到大观楼时，见

楼之左，有众舟泊焉。另有滇绅自备置之船二艘，

专为游湖之用。有相识者，可以借之。”［１１］２９５滇池的

租船旅游业这时已经十分发达，大观楼附近码头是

一个重要的游船聚集点。一般来说，开往西山的帆

船，多在太华寺山脚的岸边上下。游船在上午１０点
左右开出，有时碰上逆风，往往要天黑定了方能到

达。游船的速度虽然慢，但是沿途风景秀美，观海

望景也别有一番情趣。

抗战时期，大批文人学者寄居云南，也留下诸多

泛舟滇池的优美文章。如老舍在 《滇行短记》中描写

了滇池的山光水色，大观楼 “在城外湖边，建筑无可

观，可是水很美。出城，坐小木船；在稻田中间留出

来的水道上慢慢地走。稻穗黄，芦花已白，田坎旁边

偶尔还有几穗凤眼兰。远处，万顷碧波，缓动着风帆

———到昆阳去的水路”。老舍生长在北京，见惯了亭

台楼阁，因此对滇池的万顷湖山却情有独钟，一叶扁

舟摇曳在湖面上，“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

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作了”。［１４］２４，２５尽管老舍流连

忘返，但他也抱怨滇池 “船价太贵”［１４］２０。

（二）轮船运输

除不定期的租船外，滇池还有定期的班轮运

输。轮船运输肇始于清末新政。１９０８年，云南省
成立了主持开拓和办理各种实业的劝业道。鉴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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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运输的局限性，有人倡议在滇池上兴办轮船运

输。云南劝业道成立仅４个月，即有张绍明等人请
求在滇池创办轮船运输。清末档案中有 《昆明县

张绍明请于滇池造轮运输禀》（１９０８年 １２月 ２４
日），其全文如下：“敬禀者，窃从九 （注：张绍

明，字从九）前禀创造轮船设立公司，请赏专利

立案。奉前农工商务局批，据禀已悉，该商民自能

创造轮船于昆池五百里内载运行人货物，最为快便，

何幸如之。仰即先行造成一艘报请实验，如果迅驶

无滞，稳妥适用，再为详请立案酌予专利等因。奉

此，从九遵奉之下，当即觅匠庀材。现在匠师材料

均已筹办周妥，择于明年二月初一日，在近华浦设

厂开办，理合具禀报明。一俟船成之日，再行禀请

试验立案。”劝业道员刘孝祚立即予以支持，批复

称：“准俟船造成，呈请试验再行核夺。”［４］１１５１９０８年
１２月，轮船公司正式通过政府立案成立。但是，关
于轮船公司的史料记载后续全无，无法得知其最终

命运。进入民国时期，又有人试图开办滇池轮船航

运。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４日，《振华日报》报道：“昆海
大小轮机械，已经滇济轮船公司总理蒋君楦购运到

滇。所聘工程师广隆昌
,

亦抵省。该总理呈请实业

司拨发官股３０００元。当由司转呈都督，以此举为目
前要图，不得因噎废食，拟由行政经费项下，拨发

股本３０００元，奉批照准，其事务所设大观楼，闻不
日即将开工云。”［１５］１００这时的云南都督是蔡锷，滇济

轮船公司的成立得到蔡锷大力支持。１９１３年３月
１７日，《共和滇报》报道，实业司派员查验轮船建
造进展，称 “即可下水”。［１５］１００轮船建造周期仅两

个月，可谓神速。同年４月，这艘轮船开始试航，
由大观楼开往西山，前后２０天，一切正常，受到
舆论赞扬。５月初，滇济轮船公司正式开始航运业
务。公告称：“定于阴历四月初七日起 （注：公历

５月１２日），每日上午七点半钟，由省城开往昆
阳。下午二点钟由昆阳开往省城，每日往复各一

次。”［１５］１０１两地间的票价分两等，房舱 （后称官舱）

每人收银３角，普通舱２角，货物每驮８分。
轮船公司开办后生意一度十分兴隆。据 《共

和滇报》报道：“数月以来，除开支外，尚有盈余。

将来若再加筑码头，添购美好轮船，则获利尚不止

此也！”［１５］１０１１９１５年１２月，经观音山乡绅董铭等请
求，轮船公司在该处增设码头，轮船开行昆明———

昆阳间，在该处停留十数分钟，搭客载货。由于这

一时期滇池上仅有滇济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较之

木帆船更快、更舒适、更便宜，乘客日益增多，公

司有一定效益。云南都督府１９１７年５月的一份文
件中，还保存着公司总理丘连春报告同年春季盈利

３７６元，准予备案的批复。［１５］１０２１９１７年９月，昆阳
古城村村民要求轮船公司在村前设置码头。一些商

民看到轮船运输有利可图，便步滇济轮船公司后

尘，开设了 “谦益”公司，也用轮船开展滇池航

运，但没有维持太久。１９２０年春，丘连春报告说，
公司已经积累了５０００元的利润。这时，滇济 “旧

船单朽”，本应 “速购新船，藉便商民”，但公司

仍单纯着眼于短期利益，只考虑多载客货，而忽视

安全隐患。１９１８年４月，地方报纸曾对此做出强
烈批评：“（１９１８年）三月三日之滇济轮船，贪得
无厌，几濒于危……必待乘客增至３００以上，始行
启碇。不知船之载重力已经超过，沿途倚倾，危险

若何？”［１５］１０２１９２０年农历六月十九的观音山盛会，
轮船公司照例于会前一天特辟航班。次日清晨船刚

要开出，便发生倾覆事故，死伤惨重。据报纸报

道，“（农历六月十九）日淹毙男女大小丁口共计

９６人”。［１５］１０５滇济轮船公司经此一劫，从此一蹶不
振，不久即告停业。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昆玉轮船公司成立，有小
火轮二艘，“每日由大观楼开驶，经西山、西华街、

观音山、古城等处至昆阳，复由昆阳驶回，载运出

入客货”。［１６］昆玉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由越南经滇越铁

路运来，在昆明进行改装，“将船身加大３ｍ，加工
洋越币３０００元”。［１５］１０５昆玉轮船公司的经营也不顺
利，１９２３年８月初曾发生烟囱突然炸裂的事故。加
之这时期滇池水域出现水匪，滇池航运受到严重威

胁，轮船公司苟延残喘。１９２８年，由商人李彩廷等
集资成立昆湖轮船公司，向海防购办小火轮一艘名

曰 “西山号”，之后又买来汽轮一艘投入滇池客运。

由于多种原因，民国时期滇池轮船航运始终没有较

大发展。１９３４年初，昆玉轮船公司股东纷纷退股。
后来，周紫东 （东川人）承租了原昆玉轮船公司的

“福海”号客轮，略加修补后继续投入使用。１９３７
年３月２２日，“福海”号在滇池海口附近遭遇大风，
船身随风打转，操纵失灵，加之底舱漏水，轮船沉

没。当时船上１２０多名乘客和７２驮货物大部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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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后来查实溺水死亡者约９０人。［１５］１０６－１０８

四、滇池木帆船种类和数量

滇池木帆船航运历史悠久，沿岸村镇有一些专

门从事水运的船户。以各船起航地点结成一个个大

船帮 （如在篆塘起航者称 “西山船”）。滇池上民

船有西门船、高船、西山船、土坝船、六甲船、

灰湾船、昆阳船、晋宁船、海口船、呈贡船、杂船

等１１种，以昆阳、海口、晋宁船形体和载运量较
大，其余皆小船。滇池流域的木帆船也称 “合子

船”，长２０ｍ左右，载重２０～４０ｔ不等，中部似长
方形盒子。合子船型线特殊，结构简单，船侧垂

直，首尾略翘，并收拢呈钝锥形，底板、舷板、身

板、搪浪板之间都为折角式连接，左右肋骨与舷甲

板横托梁、站柱、脚梁，各组成一道道方形框架，

以保证船体横向和竖向强度，桅杆为竖直式，使用

２～３面软帆，稳性较好，能抗较大风浪。这种船
有甲板，甲板以下船舱可以装载客货，但是没有通

风设备，舱内较为黑暗和憋闷。 《新纂云南通志》

记载，清末滇池民船总数为 ４６８只。民船分六大
类：大篷船、中篷船、小篷船、双桨彩船、单桨彩

船、小拨船。各种民船载运量及主尺度：大篷船容

量三万斤，长二十法尺 （米），宽三法尺；中篷船

容量二万斤，长十二法尺，宽二法尺七寸；小篷船

容量一万六千斤，长十法尺，宽二法尺二寸；单彩

船容量约一千斤，长九法尺七寸，宽二法尺二寸；

双桨彩船较单者适大一倍；小拨船容量三千斤，长

十法尺五寸，宽二法尺五寸。各种民船航行地点：

大篷船往来西门篆塘、昆阳、晋宁、呈贡间；中篷

船往来西门篆塘、西山高、晋宁间，及海口一

带；双桨彩船专供游客，往来西门河湾、西山；单

彩船专供游客，往来草海、大观楼及西山、高一

带；小拨船往来西门河湾、西山草海及沿海一带。

各种民船速度：大、小各篷船每小时约行十华里，

双、单桨彩船每小时约行八华里，小拨船每小时约

行十华里。各种民船造价：大篷船约值三千元，中

篷船约值二千元，小篷船约值一千五百元，双桨彩

船约值三千五百元，单桨彩船约值一千五百元，小

拨船每只约值八百元。［５］２４，２５民国时期 《昆明市志》

记载滇池船舶数量比 《新纂云南通志》多，合计

约７００余只，俗称 “帮船”。［１１］１９６

五、渡口

滇池号称五百里，“界连呈贡、昆阳、安宁三

州县航路交通”。［１７］６６滇池沿岸历史上存在一些古渡

口，史料对此有所记载。首先是官渡。据 《创建

妙湛寺碑记》记载：“滇城之巽隅二十里，有郭曰

蜗洞，乡士大夫游赏缆船于渡头，命之曰官渡，故

有停舟之赋。”［１８］１０５４南宋时官渡在滇池岸边，有昆

明八景之一的 “官渡渔灯”之景。方国瑜称：“惟

元初张立道疏浚昆阳海口河，降低滇池水位，水面

退缩以后，官渡成为稳定之陆地。”［１８］１０５４妙湛寺建

于宝象河旁，“自后累经疏浚海口河，滇池水域逐

渐缩减，至近世已退至宝象自官渡约五里之马村

也。”［１８］１０５５历史上官渡确系渡口，元明之后已不复

存在，只留地名。其次是嵩山古渡和高渡。清末

云南课吏馆所编 《全滇既要》记载，昆明县古渡

口有二：嵩山古渡，在城东一里嵩山寺前；高

渡，在城西三十里，舟达本城版坝河。［１７］６６文献中

有关嵩山古渡的记载较少，对高渡的记载则较详

细。徐霞客在 《游太华山记》中写道： “出省城，

西南二里下舟，两岸平畴夹水。十里田尽，萑苇满

泽，舟行深绿间，不复知为滇池巨流，是为草海，

草间舟道甚狭，遥望西山绕臂东出，削崖排空，则

罗汉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乃舍舟登陆。高

者，西山中逊处也。南北山皆环而东出，中独西

逊，水亦西逼之，有数百家倚山临水，为迤西大

道。北上有傅园，园西上五里，为碧鸡关，即大道

达安宁州者。由高南上，为杨太史祠，祠南至华

亭、太华，尽于罗汉，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盖

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两

山相接，即西山中逊处，故大道从之，上置关，高

实当水埠焉。”［１９］高是乘舟从草海抵西山的登

陆之地，为山中低洼之处，有数百人家临水背山而

居，迤西大道经此穿过，是一个天然水埠。清康熙

《云南府志》亦记载高渡 “在府西三十里”。［２０］

清道光 《昆明县志》记载高为 “高尧”，“高尧

关，在县西碧，精舍记，滇海西斥，舍舟登陆，

俗亦曰高桥”。［２１］高渡确系滇池重要渡口，是通

往西山的必经登陆点。

清道光 《晋宁州志》记载晋宁有古渡口七：

金砂渡，在城西七里村后，已淤废；野鸡龙潭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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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州西七里诰轴山下；河泊所渡，在城西十里村

后；小官渡，在城西十里河泊所右；东山凹渡，在

城西十里梁王山后；老江沟渡，在城西北十三里白

龙寺下；团山渡，在城西北十五里团山村后。［９］

《全滇既要》记载晋宁州有古渡口六：野鸡龙潭

渡，在城西七里诰轴山下；河泊所渡，在城西十里

村后；小官渡，在城西十里河泊所右；东山凹渡，

在城西十里梁王山后；老江沟渡，在城西北十三里

白龙寺下；团山渡，在城西北十五里团山村

后。［１７］６８两者记载基本相符，惟金砂渡已淤废。金

砂渡地址即今金砂村，古为滇池码头，明代淤废。

村中金砂寺有至元戊寅 （１３３８年）《创建碑记》记
载：“滇滔浩渺，烟木杳霭。”又记载：“梵刹与滇

涛相抑扬。”这是湖滨的景象，后来湖水退缩，金

砂渡淤废，渡口转移至三里外河泊所。［１８］２３７ 《新纂

云南通志》记载晋宁， “该县赴省水程一百二十

里，系用大船航运外，另有老江沟、团山、西瓜

嘴、梁王山、河泊所、牛峦乡等渡口，各口皆有帆

船，随时开行，作赶街用。”［５］２７此记载中增加了西

瓜嘴、牛峦乡两个渡口。由于人类活动频繁，诸如

开垦农田、兴修水利、疏浚河道，滇池水位自元代

以后退缩较为明显，很多渡口陆续成为陆地。昆阳

州有古渡口一：海口渡，在州北四十里，通昆池水

程。［１７］６９明代万历年间，许伯衡撰 《海口记》载康

熙 《昆阳州志》卷三说：“尝闻之长老云，先是昆

阳县学前与教场南村诸处，皆滇池也。”则昆阳城

垣以东一片，古为滇池水域，后才变成陆地。［２２］２３８

方国瑜推测古代滇池水位平均海拔约为 １８８９ｍ，
比现在海口河滩水位高出３～４ｍ，１３世纪中叶以
后，水位降低，才露出大片农田。［２２］２３８滇池沿岸古

渡口的消失在情理之中。清康熙 《云南府志》记

载安宁州有古渡口五：河尾渡；黄塘渡，在州城南

五十里；白塘渡，在州北七里；温泉渡，在州北十

五里；李百户村渡，在州北六十里。［２０］ 《全滇既

要》记载安宁州有古渡口四：黄塘渡，在城北七

里；温泉渡，在城北十五里；青龙城渡，在城北五

十五里；矣龙甸渡，在城北六十五里。［１７］６８两者对

比，有关黄塘渡地点差距较大，有三个渡口未在

《全滇既要》中出现。综上记载，滇池水域历史上

曾经出现的古渡口至少有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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