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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琳

冬季到了，一天比一天寒冷，现
在人们用上了清洁能源取暖，过冬
已经无虞。而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
人们取暖燃料都是什么，各个朝代
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来保障燃料供
应呢？

唐代钩盾署调配燃料供应

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长
安冬季取暖的燃料无非是木柴、木
炭、煤炭和焦炭四个类别。要知道，
当时的长安是国际化大都市，人口
众多，最多时达到百万之众，柴薪的
需求量自然非常大。

需求量大了，柴薪价格就会攀
升，长安周边农民很多以砍柴烧薪
炭为生。当时，人们还没有环境保护
意识，为了生存，每年秋冬的农闲时
节，农民们便进山砍柴；有能力有技
术的则把木料烧成薪炭，运入京城
卖了，以换点米钱。有了这些柴薪贩
卖者，长安的普通百姓就可以买到
生活所需的。

除了普通百姓贩卖的柴薪，朝
廷又在岐州、陇州等距离京畿稍远
的地区采伐薪柴。朝廷在京畿附近
的户县、周至、宝鸡、眉县等地设立
了专门的官署，从而确保长安的柴
薪供应。可见，燃料的供应是大事，
而冬季取暖，更是重中之重，唐朝廷
对此非常重视。

百姓用薪柴，自己去采伐或者
去市场购买，价格自然就听任市场
的调控。而皇帝和官员所用取暖燃
料则有专门机构负责供应，唐代负
责京城薪炭供销的专门机构是司农
寺属下的钩盾署，下设令二人、丞四
人，以及府、史、监事和掌固等多名
吏员。当长安城薪炭供应不足时，朝
廷又会特别设置“木炭使”以加强薪
炭的供应。“木炭使”常常由政府高
官兼任，足见对薪炭的重视。

据文献记载，“木炭使”最早设
立于唐玄宗时期，掌管宫内的薪炭
供应，常以京兆尹兼任。据《唐会要》
载：“天宝五载九月，侍御史杨钊充
木炭使。永泰元年闰十月，京兆尹黎
幹充木炭使，自后京兆尹常带使，至
大历五年停。贞元十一年八月，户部
侍郎裴延龄，充京西木炭采造使，十
二年九月停。”

当时，长安居民主要取暖燃料
是木炭，而木炭烧造场所主要是长
安附近的南山，这一带的农民多被
编为炭户，成为专业的烧炭人，以供
应长安所需燃料。白居易《卖炭翁》
一诗有“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

由于长安城薪炭的需求量太
大，为了解决薪炭缺乏的难题，唐代
宗永泰二年九月，木炭使黎幹曾建
议朝廷开漕渠从南山向长安调运薪
炭，渠阔八尺、深一丈，渠成之后，代
宗还亲自查看过。值得一提的是，在
薪炭供应紧张时期，钩盾署曾经限
制过京城官员的薪炭用量：“凡京官
应给炭，五品以上日二斤。蕃客在
馆，第一等人日三斤，已下各有差。
其和市木橦一十六万根，每岁纳寺；
如用不足，以苑内蒿根柴兼之。”

除了朝廷置办以外，长安最繁
荣的西市里有专门制造、贩卖木炭
的店铺，还有许多炭商将炭放在牛
车或驴车里，或者直接背在背上走

街串巷地叫卖。冬日木炭价格随着气
温变化而波动，天气越冷，价格就越
高。木炭昂贵之时，并非人人都有能力
购买。一生穷困的诗人孟郊，之所以得
到“郊寒”的称号，除了其诗风孤峭以
外，也因为他无钱购买取暖物资，经常
在冬日写诗叹寒而得名。孟郊曾写过
一首《答友人赠炭》诗，以感谢朋友在
冬日为自己送来木炭取暖，诗曰：“青
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
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
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雪中得
炭的惊喜之情，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煤炭也进入了大都市
长安，成为一些人冬日取暖的燃料。史
料记载，当时江苏徐州和山东枣庄都
产煤。但是，由于当时开采技术限制，
煤炭的产量很低，能够进入长安的煤
炭更少，只能是权贵的专享物品。

宋代多措并举保燃料供给

北宋京城开封雪灾频发，出现了
数次大量人畜冻饿而死的恶性事件。
如何保障灾害天气开封百万人口日常
薪粮的需求，尤其是取暖所用的燃料
供应，成为北宋朝廷必须解决的重大
问题。

大量史料记载了当时开封冬季因
雨雪天气造成的燃料危机。《续资治通
鉴长编》记载，嘉祐四年雪灾的情况十
分严重：“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
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
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有投井、投
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
所。今日有一妇人冻死，其夫寻亦自
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
数。”

为了应对雪灾，保障城市薪炭供
应，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首
先是提升供给能力，增加物资供应，采
取了引洛入汴、优化燃料结构、鼓励贩
运贸易等应对措施。针对汴水仅有“二
百余日”的运输时间，北宋朝廷引洛入
汴，延长汴水运输时间，提升运输能
力，使汴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有冻，
即督沿河官吏，伐冰通流。”在优化燃
料结构上，主要是增加煤炭供给。煤炭

“熙宁间初到京师”，至徽宗宣和二年，
开封已设有“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
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
丰济石炭场，城东新置炭场。”煤炭的
供应能力大大提升，缓解了冬春时节
燃料的供需矛盾；再就是减免税收，鼓
励民间贸易。北宋朝廷多次颁发减免
税收的诏令。这些措施对增加开封燃

料的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北宋朝廷在开封建立燃料

常平仓，以增加燃料储备，遇冬春严寒
减价售卖，增强了开封遭遇雪灾时的
抵御能力。宋朝廷曾动用储备薪粮物
资对城中的官军进行相应的赈济，对
于百姓中的老幼疾弱，则予以收养，以
免其遭受冻饿。

明代停止征收煤税

明朝廷非常重视冬季的燃料供
应。嘉靖年间，京城北京曾一度出现薪
柴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那时煤炭作
为冬季取暖的燃料已经很普遍了，于
是朝廷鼓励在北京西山进行采煤，解
决了北京的燃料供应之急。

北京西山一带历来生产煤炭，到
了明代西山开了许多煤窑，其中大部
分都是民窑。朝廷为了增加税收，便出
台征矿税的政策，结果由于用人不当，
引发了矿工、煤户大规模进京请愿的
风潮。

明万历三十一年正月，朝廷派遣
太监王朝负责西山一带民窑的矿税征
收。先前只是马鞍山黄树园地方官窑
一处收税，王朝上任后，擅自做主将西
山一带的煤窑一律纳入征税范围，甚
至还动用军力强行征缴，致使窑民愤
怒，直接涌至皇宫门前请愿；造成北京
煤炭断供，冬季取暖大受影响，百姓苦
不堪言。为此，神宗派内阁大学士沈一
贯去处理此事。沈一贯立即前往了解
情况，之后上奏请求将王朝召回，将为
非作歹的军人逮问；另外，也有一些大
臣建言，请神宗不要因为王朝的一面
之词，而影响到做煤之人、运煤之夫、
烧煤之家的生计。其后，太监陈永寿再
次奏请，神宗才命王朝回宫应役，让陈
永寿接手该事。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
随着全国矿使的召回，西山的煤税才
停止征收。北京煤炭逐步恢复供应，百
姓取暖才得以无虞。

清代取消采煤禁令

开发煤炭资源，本是利国利民的
大好事，但清代总有一些保守、迂腐的
官僚，以种种理由，竭力禁止开矿。他
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
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
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
而这些说辞竟然成为一些官员禁止开
采煤炭的依据，且在全国大行其道，各
地都有禁止采煤的规定。这使得全国
的煤炭生产严重滞后，北京地区的采
煤同样受到制约，大大影响了京城百
姓取暖用煤。

清乾隆五年二月，时刻关心着百
姓冷暖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学士赵国
麟，经过大量调查之后上书乾隆皇帝，
要求解除煤禁。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十
分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
折后，立即批示：“大学士赵国麟此奏，
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评议具奏。”同
时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
禁令，要求“凡产煤之处，悉听民间开
采”，并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的
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
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与此同时，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
折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此后，全
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增长很快，仅
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
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当时
北京地区百姓冬季取暖的用煤。

（《西安晚报》）

冬季供暖冬季供暖 自古就是民生大计自古就是民生大计

▲清代铁火撑、三足铁火盆 （资料图）

□翟玉忠

古代先民十分重视粮食储备。
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距今 8000 多

年），考古学家挖出了189个“粮仓”，能储存粟
至少5万公斤，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这样的储
粮规模令人惊叹。

甲骨文中有派官员巡察仓廪的记载，说明
商代已经有了较健全的粮食储备制度。《周礼》
记载，西周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均设有储备仓
库，其中就包括粮食储备。具体执掌储备的官
员叫“遗人”，他的职能是：掌管王国的委积（指
粮食等财物储备），用来向民施以恩惠；掌管乡
里的委积，用以救济乡民中饥饿困乏的人；掌管
门关（国门和关门）的委积，用以抚养为国牺牲
者的家属；掌管郊里的委积，用以供给出入王都
的宾客；掌管野鄙（距京城三百里以内的地区）
的委积，用以供应往来的旅客；掌管县都的委
积，用以防备灾荒。

今天，我们所说的粮食储备调控制度，一般
认为源起于战国时魏文侯国相李悝在魏国实行
的“平籴（dí，意为买进粮食）法”。这一制度是
政府运用财政力量和价格手段来调控粮食供
应，稳定粮价。

“平籴法”根据年成好坏，把好的年成分为
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国
家按年成好坏收购或卖出相应数量的粮食。比
如遇到大歉收年，就把大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增
量拿出来卖，用以平衡市场的粮食供需。平籴
的结果是，“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平籴法限制了不法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
动，有效地防止了农民破产和贫民流亡，维持了
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今晚报》）

古人储粮备荒起源早

□五柳七

古代典籍中，山楂别名很多。
《礼记》称“楂”或“柤”，《尔雅》称“朹

（qiǔ）”或“檕（jì）梅”，《广韵》称“樝（zhā）”。
《庄子》中，柤、梨、橘、柚并称“四果”：“夫柤

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譬三王
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
而皆可于口。”东晋权臣恒玄曾经问尚书刘瑾：

“我何如谢太傅（谢安）？”刘瑾回答：“公高，太傅
深。”又问：“何如贤舅子敬（王献之）？”刘瑾回
答：“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山楂”的叫法最早见于《唐本草》。到了明
代，山楂被叫作“山果果儿”和“山里红”，见于

《救荒本草》。山楂还被称作猴楂。郭璞注释《尔
雅》说“此物生于山原茅林中，猴鼠喜食之，故又
有诸名也。”宋代苏辙有诗句“蚍蜉频上案，猿狖
巧分楂。” （《北京晚报》）

“山楂”最早见于《唐本草》

□祁云枝

梨树，因为梨园，笼上一层风雅的光环。鸭
梨，其实是古代“雅梨”的通假称呼。

在唐朝，梨园只不过是皇家林苑中与桃园、
桑园和枣园并存的一个果木园。果园中设有宫
殿、酒亭和球场，供皇亲国戚宴饮娱乐。后来，经
唐玄宗李隆基倡导，梨园由果木园逐渐演变成
为唐代一座教习歌舞戏曲的“艺术学院”，这是
世界上第一所国立歌舞戏曲学院。由于排练歌
舞是在一株株梨树间，所以取名为“梨园”。李隆
基出任“梨园”院长，为梨园创作了大量节目，而
且发动诗人贺知章、李白等为梨园编撰节目，梨
园因此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我
们说戏曲时，仍然不时听到梨园这个名字，戏曲
艺人则称自己为“梨园弟子”。 （《科普时报》）

梨园：古代“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