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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代“国道”看地方交通

清 周镐 京江二十四景图册之林开古驿

第二章
“啷当”化蝶 妙生丹剧

1949年 4月下旬，中国人民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
江天堑，向全国进军。

5月初，丹阳宝塔弄5号“戴
家花园”成了上海战役总前委的
办公地。邓小平、陈毅等众多将
领和战略家在这里运筹帷幄，为
解放上海、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
基石。丹阳这座古老的城市，迎
来了全新的生活。人民当家做
主，欢欣鼓舞，共同迎接崭新的
时代。

春风骀荡，阳和启蛰。丹阳
人民满怀翻身的喜悦，结合庆祝
节日和为政治运动服务，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生活成了
大舞台，扭秧歌、打腰鼓，这些充
满民间风情的活动成为大家的
最爱。在排练中，人们脸上洋溢
着喜悦与期待。那鲜艳的服装、
激昂的鼓点，是对生活的赞美与
歌颂。当秧歌队伍舞动起来，那
如行云流水般的动作，犹如一条
彩带在风中摇曳，让人们眼前为
之一亮。码头工人、机米厂的工
人，他们不仅在码头上、工厂里
扛起重担，亦在舞台上演绎着人
生百态。他们将民间传统节目
舞龙灯、荡湖船搬上舞台，成为
华美的一幕。龙，自古以来便是
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刚毅与
不屈。湖船，则代表着柔美与浪
漫。丹阳第一个国庆文艺汇演
的舞台精彩纷呈，各行各业排演
了近百个文艺节目，类别五花八
门，有歌咏、秧歌、莲枪、腰鼓、京
剧、话剧等，国庆前后在工厂农
村上演了数十场。水电公司水
厂职工组织话剧团，演出的《未
开出的列车》，医学院教职员工
和学生联合演出的《思想问题》
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丹
阳土生土长的“啷当调”当然是
浓墨重彩的一笔。

“啷当调”作为流传于丹阳
地区的地方性曲艺，之所以能够
实现向丹剧的转型，并得到新中
国文化体制的承认与接纳，是因
为“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

1951 年 5月 5日，周恩来总
理签发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
工作的指示》，戏剧界称为“五五
指示”。中央政府正式以公文的
形式鼓励地方性小剧种的发展，
明确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
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
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
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
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
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
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
特别加以重视。翌年秋季，文化
部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
演出大会，毛泽东主席亲自出
席，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周恩
来总理充分肯定了地方戏存在
的价值：“我们第一次戏曲会演
所呈现的就是‘百花齐放’。因

为中国极大部分戏曲，都是地方
戏。京剧与地方戏各有各的好
处，所以要提倡‘百花齐放’。”

“五五指示”和“百花齐放”方针
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啷当”说唱
向丹剧的转化。

生活在新中国的人们安居
乐业，给“啷当”艺人带来了更多
的演唱机会。艺人或在场馆坐
唱，引得观众满堂喝彩，或结伴
走唱，行吟于大街小巷十里八
乡。总之，“啷当”说唱在丹阳十
分活跃，盛传不衰。

家住延陵季子庙附近的陈
金堂，从小父母双亡。11 岁那
年，耐不住饥饿，他手持一根青
竹棒，伴随“啷当”说唱的盲人充
当侍童，走街串巷，讨得三餐粗
茶淡饭。他眼明手快脑子灵活，
耳濡目染中慢慢从“啷当”滩头
和本头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算是
开蒙。后来又专门拜师学艺，尽
洗乖声，终入堂奥之门，“啷当”
说唱诸多曲目烂熟于心。1952
年，陈金堂应征入伍，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作为第三批入伍志
愿军新兵，在苏州木渎集结受训
三月。这期间，他还为战友们演
唱过“啷当”滩头《杨家将》等曲
目。陈金堂的演唱风格属于西
部“啷当”，他的爱女陈玲梅
1947 年出生，生下来的时候近
乎全盲。陈玲梅从小跟着爹娘

“沿门卖唱”，晓得“啷当调”宛如
人生，有喜有悲。她习唱“啷
当”，得到父母亲炙，勤学苦练，
声腔稍有讹错，少不得戒尺的责
罚。由于她天资聪颖，对东西部

“啷当”说唱板式和唱法兼收并
蓄，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
格，陈玲梅后来成了江苏非物质
文化遗产“啷当调”的代表性传
承人。

瓦工出身的卞扣宝，虽长期
处于社会底层，甚至没有进过几
天学堂，但不是一个醯鸡瓮里的
人。他勤于自学，有一定文化素
养，在“啷当”传习总所时，曾被
公推为“啷当”艺人总领班。他
不仅自己能唱，还着手整理“啷
当”曲目。他的代表曲目有《杀
狗记》《砻糠记》《长工记》《大红
灯》《小红灯》《桂花亭》。新中国
成立后，卞扣宝一直没有中断

“啷当”曲目的传习工作。后来，
他听说丹阳文化部门要在“啷
当”说唱的基础上创建丹剧，主
动献出了所有保存的“啷当”曲
目手抄本 20 余部，还亲自演唱

《砻糠记》，为丹剧提供了一部完
整的录音资料。

“啷当”唱的是丹阳人自己
的调，好听生动又上口，越来越
多的人热爱上了这门说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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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剑 马彦如

以道路为基本条
件的交通体制既是统
治阶级的生命线，也是
社会文化的血脉。

明代商品经济发
达，工商业城市繁荣，
商业资本十分活跃，交
通便利而繁忙。地扼
长 江 、运 河 之 汇 的 镇

江，自古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
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是明
代全国著名的33个工商业城市之一。

驿道，在古代又称官道，是因政治、
经济、军事等需要，国家在各地开辟的
主要通道，相当于今天的国道。沿驿道
设立的驿站，是驿道与驿道之间的连结
点、古代的交通枢纽，也是官办邮递和
来往官差途中歇宿、换马、补给的场
所。客观上，驿道成为联系各地之间水
陆交通的重要纽带。

随着商品流通的日益扩大，驿道自
然地成为东西南北士商行旅往返及各
地货物往来的重要通道。明代一统，驿
道自京师（北京）可直达浙闽。如从京
师到南京、镇江，由始发地北京出发，经
固节驿、涿鹿驿、汾水驿、归义驿等30余
驿，至应天府江东驿及龙江驿，再经句
容县龙潭驿，至镇江府京口驿，全程
2490华里。反之由镇江府经南京（应天
府）至北京亦同，是一条连接冀鲁皖苏
四省的陆道通衢。

明代东南手工业发达，农产品和手
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并越
来越多地销往外地，如棉布、丝绸等被
大量运销西北。丝绵等大宗商品自产
地苏州府、松江府发运，多经镇江府转
运、转贩陕甘境内。如取陆路仍循应天
府至北京的驿道，北上至安徽宿州睢阳
驿分路，折西经河南商丘驿、开封大梁
驿、郑州管成驿、洛口驿、函关驿，进入
陕西境内的潼关驿、华山驿，至西安府
京兆驿。江南多水，与去北方及西北选
择相反，自镇江以下赴浙杭，则多取水
（驿）道，抵达目的地。

明代驿道（国道）畅通四达，连结驿
道的各地驿站设施在元代已具规模，明
代更趋完备，并在元代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设有陆驿、水驿和水陆驿。陆驿沿
陆路而设、备有车马，水驿沿河道而设、
备有船只，水陆驿则兼顾之。除房舍及
水陆交通工具外，馆驿中还设有驿丞、
攒典等职官，另有馆夫、房夫、门子、马
夫、驴夫、船工等服役人员。

早在元代，过往镇江府境的驿道交
通就很繁忙，元《至顺镇冮志》卷13就有

“兹郡乃当孔道，送往迎来，辙相结而舻
相衔也”的记载。明正德《丹徒县志》卷
8则有元政府在京口录事司（镇江城区）

设丹阳驿，站址在千秋桥西，南为中门，
东西列二馆，“使客之驰驿而至者，则西
馆处焉，其乘舟而至者，则东馆处焉”，
有馆舍 109 楹、马厩 45 楹，备船 30 只、
马80匹规模宏大的记载。

朱元璋建明后除弊兴利，去苛从
简，对驿站进行调整裁并，在江苏境内
共设站 30多处，镇江府设三驿，即京口
驿、炭渚驿和云阳驿。其中，府城的京
口驿站是水陆相兼的大站，明初设于京
口闸西，明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徙
于洗马桥东”。明世宗嘉靖中规模复
大，有驿船 10 只、驿轿 10 乘、马驴 10
头。京口驿是通连两京（北京、南京）和
浙闽的水陆要驿。

除国道外，尚有连接地区与地区之
间的道路，如镇江府至徽州府，需由丹
阳南下，先走一段水路，经横塘铺、珥
村、荆成港、金坛、湖溪、溧阳、三塔荡，
至苏皖交界处的梅渚；接着走一段旱
路，经建平、十字铺、姚村、汪溪、宁国、
胡乐司，到达徽州。这条线路相比经南
京、马鞍山、芜湖、宣德以达于宁国及徽
州要便捷得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
信息的国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除驿
站外，镇江府内全境还广设递铺。递铺
古称邮，是与驿站平行的邮传组织。一
般在府前设总铺，然后分为东西南北各
路，十里一铺，依次传递。据明正德《丹
徒县志》载，镇江府治并丹徒县立铺十
二：府前总铺（在府治西）、西津铺（北渡
江至瓜洲）、西门铺（在西三里冈）、七里
店铺（在七里桥）、乐亭铺、洪信铺、高资
铺、炭渚铺、陶巷铺、三里冈铺（在南三
里岗）、流水冈铺、陆成铺等。此外，这
些递铺线路除有的借行驿道，多数会使
用较为畅达的县道、乡道，作为沟通府
城与四乡集镇之间的地方孔道。

明代驿道和驿站的持续发展，为镇
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也为明代江
南经济的勃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