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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云南的航运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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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云南的金沙江、西江、红河三条水道，分别连接川、滇、桂、粤等省及越南多个重要港口城市。此外，还有

澜沧江—湄公河、滇池及洱海内湖航运等几条较小航路。与运输相比，云南航运虽不占据主要地位，但却是连接

云南内部，云南与中国周边各省以及越南的辅助交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省际贸易、国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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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云南货物运输中水运历来都是陆运的
辅助。其中，清代开辟的金沙江铜路、传统的西江航

运、近代法国人开辟的红河航运为云南三条出省水

道。此外，还有澜沧江—湄公河、滇池及洱海内湖航

运等几条较小的航路。近代云南的航路在总量上虽

不占据重要地位，但却是云南与四川、广西、越南进

行货物交换的关键节点，是沟通边疆民族地区与长

江、西江、北部湾的水上枢纽，其在云南的省际贸易、

国际贸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金沙江航运

金沙江航运之所以会开发是因为京铜运输的

需要。云南的京铜产地多集中在滇东北东川、寻

甸一带，这里临近长江上游的泸州、宜宾，可以将

铜料先运至长江边，再沿长江航道到达江苏，然后

转京杭大运河运抵北京通州。这段路的瓶颈在于

铜料从滇东北到泸州这一段。其中，产自东川的

铜取道昭通经盐津渡（又名盐井渡、老鸦滩）至泸

州，产自寻甸的铜取道宣威经咸宁、镇雄和罗星渡

至泸州。这两条河道经清廷在乾隆七年至九年

（１７４２年至 １７４４年）组织力量分别开凿和疏通，
改善了滇铜运输条件，同时便利了川南和滇东北

间的交通。即使这样，因滇东北境内山高谷深、激

流纵横，水路和陆路运输条件仍十分糟糕。为彻

底解决京铜运输困难，清廷下旨兴办金沙江水路

工程，并于１７４２年开工，１７４８年结束，取得了黄草
坪以下至叙府一段通航的成就，奠定了川滇水路

联系的基础。《民国盐津县志》记载：“奏开盐井渡



河道，将东川额运铜内酌分一半，改由盐井渡水运

至泸州，每百斤较昭通陆路节省三钱二分有奇。”①

这一段水路称大关河，属金沙江下游支流，流经大

关、盐津，在滩头以下称横江，于水富注入金沙江，全

长３０６ｋｍ，横江段长５４７ｋｍ，其中５２１ｋｍ为川、滇
两省界河（见表１）。

表１　大关河沿途各滩头水运里程表

距老鸦滩／里 ７０ ９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１７５ ２０５ ２５５ ２７０ ２８５ ３００ ３５０
各地间／里 ７０ ２０ ５０ ２０ １５ ３０ ５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５０
地名 深溪坪 普洱渡 滩头 新场 石老滩 二湾溪 新滩 磨刀溪 张窝 横江 安边

　　注：资料来源于李永清《云南人文地理·交通·水道》（民国稿本）。

　　至于航行日程，“自老鸦滩至新滩、自新滩至安边
各一日，而自横江下流于抵安边以接金沙江，水势浩

大，大船通行，故自横江向叙州（宜宾）出发之船，每日

均有一次”②。金沙江铜路开通后，“前清京铜及内地

物资咸由此江转运”③。滇东北在清代以前极其闭塞

荒凉，水路开通后，商货云集，逐渐繁盛。史料记载，

昭通府属之盐津渡“远通川省，近接镇雄。商贾丛集，

课赋攸关”④。《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东川以城内街

场为盛，洋纱川盐为大宗。”毫无疑问，洋纱、川盐均自

盐津渡口转运而来。文献又记昭通市集：“主要营业

城内以油盐布帛山货皮革洋纱毛羽铜杂铁杂竹器等

为主，乡区营业以油盐布匹米粮为主商货来往，昭通

地通川滇黔三省，滇货以洋纱匹头为最盛，川货以盐

为最盛。”可见，川滇商业物资转运均赖盐津渡口⑤。

清末在西南考察商务的法国里昂商会和英国布莱克

本商会都曾到过老鸦滩考察。其中，布莱克本商会

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的报告描述：“目前，该省在云南府以
东及其东北的地区除了购买洋纱外，无力购买任何洋

布。英国棉布在云南东部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采矿事

业上以及可能随采矿带来的较好的交通条件上。”
［１］致力于英国棉布输入云南的英国商会很清楚，没有

铜矿的开采和盐津渡口的转运，当地人根本买不起昂

贵的洋布。进入民国后，老鸦滩渡口依然繁忙，盐津

县仍旧发挥着转口贸易职能。地方志记载：“滇川往

来，凡百货物从前必经县镇，原有堆货栈七家，代客转

运过境或分销附近粮食，来镇出售者多自负荷集囤。”

又记：“在二十五年盐津每天经过驮马有六七百匹”，

“现有船业十二户”。⑥ 尽管此时的航运规模不能与往

昔运铜时相比，但四川的盐米、丝织、百货，云南的五

金、茶叶、火腿、药材等仍旧通过此路进出。譬如盐店，

就是渡口最重要的营生。“盐井镇位居滇边要口，所以

承办各商来此设栈，计五店，业务极发达……民国后包

商取消，无论大商小贩均向宜宾采购盐，集中本镇运

销东昭威，计有盐号十余家，一时称盛。”⑦除大关河外，

金沙江支流之一的会泽牛栏江有约３００里（１５０ｋｍ）能
行船，较大的船每只载重２０００斤（１０００ｋｇ）的都可行
驶。鼎盛时期这种大船有一两百只以上。但是金沙江

航路有个致命缺点，因其“贯流于险崖之间”，运输“多

限于帆船，且行驶于短距离间，鲜能畅行无阻”，⑧制约

了运载量的提升。此外，通过金沙江航路进出的商品

主要覆盖云南东北部的东川、昭通两府。

二、西江航运

清代以来，广西、云南之间出现一条重要的交通

路线，即以广西西部右江上游的百色为枢纽，连接滇、

桂、粤三地的路线。它西起云南蒙自，经广南、富州、

剥隘而至百色，与百色对应的云南口岸为富州的剥

隘，两地之间通过水路连接，百色以下即与横贯桂东

西的右江、邕江、郁江、浔江相接，然后融入西江干流。

西江干流全长２１９７ｋｍ，流域面积约占珠江流域面积
的７８％，来水量占珠江总水量的７７％，是珠江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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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西江汛期长，水量丰富，径流相对稳定，含沙量

少，为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大通航干流。滇桂边界

的百色地处西江上游（右江），是两广与云贵贸易的

商品集散地，与其对应的云南口岸是富宁县剥隘镇。

剥隘镇因水运而兴成为一大商埠。晚清时期，如以广

西北海为起点，北海至南宁需１４天，南宁至百色需１７
天，百色至剥隘需３天，剥隘至广南需８天，广南至云
南府需１３天，共计５４天。其中，百色至剥隘一段通
水路。《新纂云南通志》记载：“该路进出商业颇繁，

百色尤为滇黔土产出口必经之要道，据云每年棉纱进

口者达十万包。”但该路“自海岸线至云南省会其迂

远与困难不待言喻，而时间运费税捐之损失极重”。①

同时，南盘江航线较短，仅１８０里（９０ｋｍ），夏季水涨
时运量稍大，故贸易量较小，商品覆盖范围主要限于

云南东部、中部地区，如富州、广南、罗平、休纳等，最

远可达滇西大理。晚清时在云南考察的亨利·奥尔

良亲王就发现大理有来自百色的欧洲商品。“店铺里

的欧洲商品绝大部分都是英国商品，来自缅甸或珠江

上的百色”。［２］１２７同时西江路也是各省赴滇采办铜料

的通道，因金沙江铜路专供京铜运输之用。乾嘉年间

有名的滇粤“铜盐互易”，便是经由这一通路以百色

为中转地完成的。② 况且，光绪年间，京铜运输也曾一

度经由百色水路，具体办法是先由陆路经剥隘水运至

百色，再沿右江经西江、珠江下广州，在海港码头换装

海轮经上海到达天津。１８８９年蒙自开关对云南商路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长江路和西江路，尤其对西江路冲

击较大。洋人把持的海关有关税特权，即领子口单后

就可以避免一切厘金和赋税，这样进出口货物如选择

海关通关可以大量节省税费。１８８９年蒙自开关后，
西江路逐渐衰落，大宗货物取道越南沿红河经过老街

进入云南蒙自，但部分土产包括鸦片走私由于运价和

传统销售市场的原因，仍沿西江水路进出。

三、红河航运

红河是云南省主要的出境河流，其出云南的蛮

耗、河口经越南老街向东南方向流经越北首府河内

一直到达北部湾上重要的海港海防。据戴维斯描

述：“海防是商业都市，但大部分商业却由两个德国

公司操纵。主要进口经香港转运的英国货物，也进

口大量的孟买棉纱，再从东京运至中国云南。据说

海防居民约２万，其中５０００是中国人。”［３］显然，如
果没有红河航运与对云南的贸易，海防不可能发展

成重要的贸易海港，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长期

居住。１８７３年，红河航道越南段开始通行汽轮，运
输条件大为改善。与越南老街对应的云南口岸为河

口，１８９５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指定河口开埠（初
定蛮耗，同年改为河口）。蛮耗、河口作为红河航运

中国境内最重要的两个码头，从边境小村发展成滇

东南重要的商品集散码头和物资转运地。晚清时

期，河口约有５００栋房子，人口有三四千；蛮耗约有
２００栋房子，常住居民中很多是两广人。事实上，河
口常住人口多为两广人，少部分人经商或为蒙自大

商人充当经纪人，大部分人则是船夫和苦力。由于

河口是约开商埠，因此对外设置了河口副督办署

（１８９７年建）、河口大营盘一所、河口警察局、河口邮
政局、河口电报局，码头日趋繁荣。③ １９００年，在蛮
耗、河口之间领号登记的船只有４７６艘，载运能力为
１２９７ｔ，每船水夫６人，共有水夫２８５６人。１９０１年，
河口分关监管的船只增至 ５７２艘，载运能力达
１４７７ｔ。［４］从蛮耗至河口用木帆船，到河口后改用汽
轮转运到越南海防出海，也有小轮船直驶至蛮耗。

蛮耗的帆船按载重量分三种：大船载重５ｔ，中船载
重２ｔ，小船载重１ｔ。至于船的形制，据法国里昂商
会的描述：“两头尖尖的，长２４～２５ｍ，船中心位置
宽３ｍ左右，吃水０５ｍ，可载重２００担，但很少满负
荷朔行。高大的桅杆由两列捆绑在一起的竹子扎

成，搭成三角形，以便支撑，上面悬挂着巨大的长方

形风帆。下行的时候，便放下三角桅杆，放在船头。

这种帆船是用整棵的ｌｉｍ树（注：栗树）做成的，至少
底舱是这样。”［５］１４栗木材质坚硬，不易腐烂，盛产于

红河流域，之后个碧石铁路的轨枕用的也是栗木，可

以说就地取材，方便实用。船形的设计也较合理：两

２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①
②

③

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四《商业考二》，１９４９年铅印本。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云贵总督鹤年以云南岁需粤盐１６０万斤，而广东则需每年自云南采购铜料４０万斤以供鼓铸

之用，奏准实行“滇粤铜盐互易”。具体办法是二省各将所产铜或盐分别运至广西百色，再由百色各自运回对方所提供的物

产。参见成崇德：《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１７页。
张自明：《马关县志》，１９３２年石印本。



头尖形可减少航行时的阻力，船身细长可以提高航

行速度，中间扁宽适应浅吃水的要求。

蛮耗是中国境内航运的起点，从晚清亨利·奥

尔良等人绘制的蛮耗草图来看，蛮耗河边舟船密织，

桅杆林立，商务繁盛。１８９４年，蛮耗船舶的吨位数
是５８８６ｔ，有７个主要的锡业老板，他们每人每年收
两三百堆锡板，每堆锡板５０块（每块重约３６ｋｇ）。
一匹骡子从蒙自到蛮耗的运费是六钱到一两白银，

而从蛮耗用船运到老街五十张锡板的价钱是三两白

银。［２］９－１１史料记载：“蛮耗市地居江边，营业甚

盛。”①蛮耗至海防的水运里程约为５００ｋｍ，蛮耗至蒙
自的陆路里程５８ｋｍ，而由轮船、帆船、马帮组成的水
陆联运是蒙自关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具体

时间为上水：海防—河内１天，河内—河口（老街）１２
天，河口—蛮耗７天，蛮耗—蒙自２～３天，蒙自—云
南府９天；下水：蛮耗—河内１２～１５天。秋冬季节是
红河航运的黄金时期，里昂商会在考察报告中曾描

述：“几乎每天早上九十点间，河谷上便起风了，船可

以一路顺风而行。”而且，“这一季节河流的状况良好，

水不太深，没有湍急的水流，这一切都为红河上游的

航运提供了便利。此外，正值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是

云南高原上的交通最方便的时候。否则的话，在夏

季，虽然暴雨使河水上涨，使吃水较大的汽船可以航

行，但暴雨也会冲毁土路，从而减少云南的商务活动。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红河上游，帆船要比汽船

更为有利”［５］１６。在滇越铁路未开通之前，红河航运

是奠定蒙自口岸为云南最大通商口岸的重要交通条

件。史料记载：“当时蒙自、蛮耗间原有康庄大道，可

见该路线以往之繁荣。盖不但运输时间可以缩短，而

且越南之通过税最多不过从价百分之五，商品只需在

蒙自一次交纳进口税，即可在省内通行无阻达四川边

境。故实为最便利之通商路线。且水运下行，自蛮耗

至河内十二日至十五日即可到达，对于土产出口益加

有利。”②而北海经南宁、百色、剥隘、广南至昆明的商

路，终因陆路途程过长，货物经广西、且云南两地均须

纳税，难以同红河航运相抗衡，遂逐渐衰落。据蒙自

海关统计，蒙自至蛮耗的陆路运输，１８９０年有４０８２２
匹牲口通过，１８９２年有 ７３１１８匹通过，１８９６年有

８７０００匹通过，１９０６年有２０６１４２匹通过，１９１２年通
过的驮马、驮牛仍高达１０９２６４匹。每匹马驮运的平
均重量约３０ｋｇ，每天行程约４０ｋｍ。

蒙自的地位因红河航运而兴，因铁路通达省城

而衰，交通条件的变化是影响蒙自城市地位变迁的

主要因素。以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为例，蒙自从开

埠通商至１９４９年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８８９—１９４０年
为口岸贸易时期，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１）
１８８９—１９１０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云南省８０％
以上的进出口商品由红河水道运输，因此蒙自成了

云南省进出口商品最主要的集散地。这一阶段是蒙

自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很多地主往商业上投资，而

商人发财后又大买田地，或者集资开厂采矿兴办实

业。于是，地主、商人、厂主结合在一起，财富、土地

慢慢集中，进而形成了蒙自“八大行”。（２）１９１１—
１９４０年为第二阶段。１９１０年４月１日，滇越铁路通
车，蒙自关进出口货物改由铁路运输，红河水运逐渐

衰落，蒙自至蛮耗间的马帮运输也随之衰落。１９１３
年以后，蒙自海关统计中已无进出境马匹的记载。

（３）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为第三阶段。１９４０年，滇越铁路
因日军占领越南而中断，于是中国方面拆除了碧色

寨至河口一段的铁路，云南省对外贸易通道不复经

蒙自，蒙自对外贸易衰落，但走私贸易仍十分活跃。

这时期，蒙自成为走私商品的一个重要集散地，因此

可称为走私贸易时期。这主要是由于红河航运和边

境陆路运输的存在，蒙自走私贸易猖獗，战时管制物

资如煤油、烟酒、染料、海产品、肥皂、毛货，甚至黄

金、白银等均成为走私出入境的大宗物品（见表２）。
表２　蒙自“八大行”列表③

行庄名称 资方姓名 总行所在地 分行所在地

泰来祥 朱平阶 蒙自 临安、个旧、香港、通海

东美和 沈崇文 蒙自 临安、个旧、香港、昆明

正顺昌 孙海航 蒙自 临安、个旧、香港、昆明、通海

朱恒泰 朱辅 蒙自 个旧、香港、

豫顺隆 黄镛、杨运发 蒙自 个旧、香港、通海

运天昌 陆应歧 蒙自 个旧、香港、临安

万盛昌 李文山、武选 蒙自 个旧、香港

顺成号 周嗣徽 蒙自 个旧、香港

　　注：资料来源于喻泉斋《个蒙进出口贸易与帝国主义的侵略》、

《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２辑，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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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二《工业考》，１９４９年铅印本。
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四《商业考二》，１９４９年铅印本。
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通车后，又陆续增加商号：应云祥（广帮）；信享泰，蒙自、建水黄杜两姓合营；万来祥，蒙自侯运初

经理。以上三家，均进口洋杂货，出口茶叶、猪鬃、火腿。



从下表３中可以看出，红河航运的鼎盛时期出现
在１８９８至１９０８年这１０年间，通过的船只数量峰值是
１９０７年的 １８４３１只，货物吨位峰值是 １９０７年的
５７３６９ｔ，进出口峰值是１９０６年的１０８２５０００两关平
银。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通车后，红河航运逐渐衰落，但
仍维持年均出入境２３２６船只、２７６１ｔ的航运规模
（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平均数）。其中，数据的波动值如下：
出入境船只的标准差Ｓ＝４５４只，出入货的标准差Ｓ＝
６７５ｔ。数据的波动幅度较大，说明航运的不稳定性和
不确定性。另外，红河航运与滇越铁路相比有三大劣

势：第一，红河水道多险滩急流，航运困难，逆水上行

时，须三船同行，过滩时须互相帮助。雨季时河水暴

涨，急流汹涌，每年翻船多则三四十艘，在阴历４至８
月间行驶的船只很少，基本上停航。第二，船只常被

抢劫。蒙自关开关的第二年，船队就在越南境内遭到

抢劫，损失白银达３万两。方苏雅曾说：“由两个匪

帮，四五千土匪控制着红河峡谷山区。”［６］１９０２年，蛮
耗到河口间有３７艘货船被劫，越南境内有２９艘货船
被劫，受害商号２３家，损失白银４万两，红河航运一
度停止。１９０３年，由蒙自商号筹款，在红河上设立水师
一营护送商船，从此红河水道才得一度安宁。［７］第三，

红河水道运费十分高昂。比如说，一把价值５０皮亚斯
特（注：越币）的藤椅从香港到蛮耗就要付３０皮亚斯特
的运费。［２］２４再如，个旧矿区每担锡（重６０ｋｇ），产地售
价为２０两银子，经过红河航运、海运运抵香港后，每担
锡的售价是３５～４０皮亚斯特，约合银２３～２６两。［２］１１锡
本身价值较高，运费与售价相比还算合理。而一些附

加值较低的农产品用水路运输运费就比铁路高多了。

陈鹤龄回忆说：“红河航运自１９１０年滇越铁路通车后
逐渐衰落，至１９３０年时行走的商船仅有二、三十艘。”①

民国时靖边所属蛮耗河长３００余里，航运萧条，帆船只
不过供沿河一带运输山货及沙盐水油而已（见表４）。

表３　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年由河口出入境船只及蒙自海关进出口值表

年份 出入境船／只 出入货／ｔ 进出口值（关平银千两） 年份 出入境船／只 出入货／ｔ 进出口值（关平银千两）

１８９０ １２６７ ３８６４ １１０４ １９０９ ３８１４ １２２６７ １０９７１
１８９７ ５５５３ １２９２２ ３４５２ １９１０ ２３９５ ２７７１ １１４６５
１８９８ ９２４６ ２２９３３ ３６７３ １９１１ ２７０５ ３３５７ １１３９５
１８９９ １１４７２ ２７８５３ ５２３７ １９１２ ２５４３ ３０６４ １９５７０
１９００ ８８８１ ２３７６５ ５４０２ １９１３ ２６５３ ３１９８ １９６７８
１９０１ １０５４９ ２８１９７ ６８１５ １９１４ ３１５１ ４０６９ １６１５３
１９０２ ７５７４ ２１７４２ ７２９５ １９１５ ２６５７ ３２９５ １４９９１
１９０３ ９６８８ ２６５６８ ６４３４ １９１６ １９５７ ２３３１ １４９７５
１９０４ １４１７４ ３６９６６ １０７４７ １９１７ ２１２２ ２３３１ １８７７３
１９０５ １０２４２ ３１７０８ ９５９３ １９１８ １６７２ １９０７ ２０８７３
１９０６ １４７０４ ４６９７４ １０８２５ １９１９ １５９６ １７１３ １８９５９
１９０７ １８４３１ ５７３６９ ９５３６ １９２０ ２１３７ ２３３８ ２２２２６
１９０８ １２００５ ２４２７４ １００９５

　　注：资料来源于《云南省志》卷３２：《海关志》，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页；《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１辑，１９９２年，第３－４页。

表４　云南省靖边县航业状况调查表
河流名称 航运起点及终点 船只数 航运业者家数 有无定期

上水 下水 上水 下水

蛮耗红河 由河口至蛮耗 由蛮耗顺流下至河口 １０只 ５家 无定期 无定期

　　　　　　　货物种类及每件或每百斤运费　　　　　 　　　　　每件或每百斤税捐种类数目及征税机关　　　　
上水 下水 上水 下水

水油每箱运费２元洋纱
每包运费３元

茨莨，每百斤

运费２元
水油，每箱征收７元，系河口分关
征海关税；洋纱，每包征收１０元

茨莨，每百斤征收１元，
系地方团保局征收团费

　　注：资料来源于云南通志馆辑《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航空铁路汽车资料》（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抄本）。

四、其他航运路线

除上述三条主要航路外，云南还有澜沧江—湄

公河、滇池、洱海、抚仙湖、异龙湖内湖航运等几条较

小航路。一般而言，云南内河内湖航运的船舶分为

以下几种：大船、渔船、农船、商船、游船，其中渔船和

农船为作业船，其他则皆可载货或运客。

（一）澜沧江—湄公河航运

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９日，思茅海关正式开关。思茅开

４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①陈鹤龄：《红河航运》，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１辑，１９９２年。



关后，设过猛烈（江城）和易武（勐腊）两个分关和不

多的分卡。其中，条约规定的进出口路线只有两条：

第一条是缅甸到思茅，即仰光—瓦城—景栋—思茅；

第二条是越南到思茅，即河内—莱州—黑河—孙博

江—易武或猛烈—思茅。原规定可从湄公河、罗梭江

水路进出，但这些江河水急滩险，支流又难通舟筏，所

以绝大多数商货还是经由缅越陆路进出。史料记载：

“思茅为边境小通之市，并非百货汇聚之场，在昔本为

迤南门户……查海关进口出口税则，均系每年进口货

多于出口货。出口者除茶叶外，有铁器、紫梗、樟脑、

毛毡、铅等类，为数无多。进口者以棉花棉纱为大宗，

其余鹿茸、虎豹犀象之类，又人工制成之各种货，名目

繁多，不胜悉举。运货之道，由水道者自罗梭河、湄江

运入，陆道由猛烈、孟连、倚邦等处运入。”①

（二）滇池航运

滇池流域的盘龙江、大观河（元朝所开运河）均

能通行大船并抵达呈贡、昆阳、晋宁，各县米粮、蔬

菜、瓜果、水产均能通过水路运抵省城，篆塘、德胜桥

均是重要码头，客货运输堪称发达。《新纂云南通

志》记载：清末滇池湖面上“大船往来昆明、晋宁间，

每日晚开早到，以运米货为主”。② 按照民国张维翰

修、童振藻所纂的《昆明市志》记载计算，民国初年，

滇池上民船有西门船、高船、西山船、昆阳船、晋宁

船、海口船、呈贡船等１１种，合计７００余只，俗称“帮
船”。［８］这个时期，滇池流域共有各类民船约 ３０００
只。就那时的木船造价看，大篷船需３０００元，中篷
船２０００元，小篷船约１５００元，双彩船３５００元，单
彩船１５００元，就是棱飘船也在七八百元之间。③ 此
外，滇池出口螳螂川由昆明黄塘村起８０余里可通行
小船。

（三）洱海航运

洱海环海为大理、邓川、洱源、宾川、风仪五县，

其中以大理、邓川之间最为便捷。历史上，洱海沿岸

居民充分利用水上运输的便利发展商业，几乎村村

有码头，户户有小船。如近代滇西大商帮“喜洲帮”

发祥地———喜洲滨海就有诸多码头：上关、波罗滂、

桃源、仁里邑、星邑、小沟尾、沙村、金圭寺、喜洲、河

縵城、江上村、下阳溪、古生、下溪邑等。这些码头可

直航海东双廊、挖色，海西大理、下关。道光初年

（１８２１年），“裕和”商号创始人赵泰就是通过洱海
水路经营商业发家的。赵泰在下关购置一个院落作

为商号总部，大门开向小河边，小河直通西洱河及洱

海。赵泰充分利用水上运输之便，将从保山、腾冲一

带用马帮运到下关的棉、纱航运到邓川或挖色等地，

然后经邓川转销洱源、剑川、丽江，经挖色转销宾川、

鹤庆、永胜，甚至远销四川的会理、建昌等地，进而成

为当时下关地区的大商号之一。关于洱海航路，史

籍记载较略。民国《大理县志稿》记载：“洱湖中大

船专供装运百物，其往来运载之买卖品以油粮盐木

牲畜果物为大宗，自东岸至西岸三小时水程。自上

关河口至下关小河边计水程一百二十里（６０ｋｍ），
顺风六小时可到，逆风二三日不等。小艇甚少，为捕

鱼捞草之用。”④这说明洱海航运发达，而且客货运

输船以大船居多，小船多为作业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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