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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上江乡福库村公路挡墙护坡
上，镶嵌着一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珍贵碑刻，这
是目前迪庆州境内仅存的一块清代裁撤夫局
禁革夫马碑刻。这块碑刻是极其珍贵的历史
活化石，它以其特有的“原始性、民间性、鲜活
性”的优点，补正了地方文献中记载清代裁撤
夫马局史料的不足，是研究迪庆清代夫马徭役
历史的宝贵素材，是清政府免除边疆民族地区
夫马徭役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清代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是云贵总督岑
毓英 (1829 年至 1889 年）、云南巡抚杜瑞联
（1831年至1891年）在光绪十年裁撤全省夫马
局的告示，是禁止地方派用夫马徭役的政令，
由地方乡绅篆刻，立于人口集中的交通要道，
以告知百姓。清代裁撤夫局、禁革夫马是清朝
中央政府减少边疆民族地区乱摊派和乱征收、
杜绝地方官员腐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
秩序的一项重大社会改革，上江裁撤夫局禁革
夫马碑(以下简称上江夫马碑)成为清代这一
社会政治改革的重要实物见证。

上江夫马碑立于香格里拉市上江乡福库
村福库三组上江公路右侧路沿处，碑名为后人
所加，地理坐标 N:99°64′，S: 27°38′，海
拔 1886 米。据《中甸县志》记载：“光绪九年
（1883）五月十九日云贵总督云南巡抚颁发禁
革夫马，裁撤夫局布告到甸，示谕汉藏任何官

民，不支乌拉差役”。光绪九年，云贵总督、云
南巡抚下令裁撤夫马局禁革夫马，在各地竖立
夫马石碑。据迪庆州文物普查统计，目前迪庆
境内此类碑刻仅存一块，2008 年被列为香格
里拉县文物保护单位。

上江夫马碑高146厘米，宽80厘米，碑首
和碑身整块相连，无底座，青石质石料。通篇
文字为遒劲有力的阳刻楷体字，笔法雄健，气
势恢宏，结构严谨，排列均匀美观，刻工精良。
碑首正上方有“执照”两个字，其正下方有“永
垂不朽”4个字，字体长宽各8厘米。碑身碑文
共计461字，分长宽各4厘米和长宽各2厘米
两种字体，其中刻有人名45个。立碑时间为
光绪十年（1884年），碑文部分字迹模糊，但大
部分还可清晰辨认。

碑文内容记载：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
书处理云贵总督部堂福建巡府部院厅轻车都
尉岑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督御史云南巡府
部院杜为 通饬晓喻事照得滇省夫马最为民害
令 本部堂院 饬司局别筹闲款厘定章程所有
学院考试各郡及查灾提案委员 一切要差夫马
均由局照章核计往返程站给发自行雇佣此外
提□ 司道以及地方文武各衙门派用夫马自光
绪九年正月起一 概裁革各州县不准再设夫马
局除会奏立案通饬永远遵行外 合行晓谕为此
谕仰合省军民人等知悉此后如有地方文武衙
门仍 前派用民间夫马土豪劣绅借端设局苛派
一经委员查出或被尔 等控告定即从严参办治
罪尔等其各安生业尽力耕田亩毋负 本部堂
院 体念民依之至意具各禀送毋连特谕 右仰
通知 布政使司马示 通省夫马奏明禁革 所有
夫马 一律裁撤 尚有□□ 擅行摊派 直接追究
治罪不贷 光绪十年仲春之月，□旦 建立 绅
士：陈大方 □珍 和福泰老民：萧保和 尹培
初 和继善 唐佩吟 陈大才 和□史等。

清政府为征兵防剿设立夫马局，最早在
《梁山历史碑刻注评》文献记载，“同治初年，四
川省与邻省军务紧急，各处征兵防剿，地方供
给兵差，始创夫马局”。同治初年，正值云南掀
起回民反抗清朝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云南
各地夫马局是清朝政府镇压回民起义战事紧
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提供军饷和人马临时
性机构。岑毓英在奏章提到“只以军务吃紧，
饷需奇穷，故所用夫役”。夫马局由地方官委
绅设局，向百姓特别征收夫马徭役，原为万不
得已之举，待军务肃清后撤销。

清朝政府设立夫马局，最初为战事紧急情

况下，建立起来的提供军饷和人马临时性机
构。但战事平息后，却没有如期撤除，地方各
府、厅、州、县借夫马局名目任意苛派人夫差
马，层层盘剥，民不聊生。当时，云南各府、厅、
州、县的官员平时肩舆、旗锣、伞扇，以至看堂、
看门、守监、押犯，下至扫地、放牧皆用民夫。
此外，新旧官员赴任、去任，用夫更多。派夫
之外，又加派“马”。平时则有跟班马、听差马，
办差则有送差马，有时甚至既派夫马，又再征
收夫马费，沿途索要，任意索取。加之经营夫
局的地方官员暗地加派，剥削百姓，中饱私囊，
压得百姓苟延残喘，史称夫马之害。

云贵总督岑毓英深感地方贪官污吏通过
夫马徭役层层盘剥百姓带来的危害，当时，云
南各地战乱过后，又遭遇瘟疫，边疆各地田地
荒芜，民不聊生，再加上有夫马徭役，更是民生
凋敝。岑毓英上奏朝廷“既征徭役，又派夫马，
大非朝廷恤民之意”，如果不完全裁革夫马，就
无法舒缓民困，百姓的元气也难以恢复，边疆
的安定也将遥遥无期。

光绪八年（1882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云
南巡抚杜瑞请奏朝廷，将云南通省夫马，自光
绪九年正月起 ( 1883 年 2 月)，永远裁革。以
后督抚、学政、提督、司道各要差，均由善后局
照章酌给夫价，各府、厅、州、县有紧要差使，俱
照章给价，不准苛派地方，违者从严办。朝廷
批准了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杜瑞的请
奏，夫马局正式得以裁撤，夫马徭役从此得以
取消。夫马局撤销后，清政府在各地立树了许
多夫马石碑，云南边地也逐渐“积弊渐除，民力
渐裕”。

裁撤夫马局禁革夫马徭役的改革，铲除了
地方贪官污吏产生腐败的土壤，堵住了企图乱
摊派和乱征收的途径，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稳
定了社会秩序，对云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起
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上江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
见证了这段鲜活的历史。

上江夫马碑解放前一直摆放在福库村庙
里，文革破“四旧”时村庙被毁，夫马碑被遗
弃在福库大河边，一度被作为村妇洗衣板使
用，后来又当做过河桥墩，碑上雕刻的文字
受到严重损毁，2008年被政府列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如今，这块迪庆州唯一仅存的夫
马碑被当做公路护墙石砌在公路挡墙上。
风雨飘零，一个多世纪过去，上江夫马碑依
旧在无声诉说清代夫马裁撤、减轻百姓徭役
的历史往事。

碑刻上的历史
—— 上 江 清 代 裁 撤 夫 局 禁 革 夫 马 碑 考 释

◆李健

上江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

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与吕思勉、
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史学地位毋庸置
疑。而现行中国通史版本中，以一人之力，首尾贯通，
且又自成体系者，钱穆《国史大纲》堪为个中翘楚。我
现在正读的这本《中国通史》（天地出版社2017年3月
第1版），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书中尽显
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史情怀。

这本《中国通史》，有着钱穆的“自作主张”，不同
于官方众手编纂，也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它以

“航拍”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钱
氏“调性”，从字里行间能领略钱穆当时授课魔法般的
吸引力。叶龙在序言中描述：“宾四师撰《国史大纲》
之时，亦另编国史读本，供学生课堂外之阅读，读本凡
得百万字……此书之于《国史大纲》，两者详略轻重，
各有互补。”尽管本书并不是钱穆直接写出，而是由他
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但是书中讲述的内容还是大师
所说，也完全得到了钱穆大师的真谛。

钱穆先生是深入人心的讲史者，曾三度讲授“中
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
亚。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
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
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穆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
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当时，钱穆从传统文化
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
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
尔后，钱穆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所幸，
这第三度讲授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
下来。

钱穆先生讲历史，好转述史料，而不是直接引
证。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
不一而足；嬉笑怒骂，任性
敢说，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
易近人和泼辣风采。他说，
讲道德的人亦可用手段，诸
葛 亮 曾 有 借 东 风 和 空 城
计。周公用手段来完成道
德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
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
周公分封宗戚并兴灭国继
绝世，于是周朝以德治天
下，有八百年历史。所以
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
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
史。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
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
公的历史。”读钱先生课堂
上的即兴发挥，犹如神来之
笔，令人陶醉。

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
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所以，每逢遇着时代
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
歧时，钱穆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
使人信服。比如，他讲唐代之武功所以强大，其原因
为：（一）因敌人并不强大，突厥之政治组织较匈奴松
弛，故不可怕。（二）唐自南北朝以来，民族血统加入新
的力量，五胡乱华后混入外族血统，成为新的民族。
读之，感到钱穆的讲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生动好
懂、符合大众口味的。但相较民间写史而言，钱穆通
史无疑更专业。

钱穆先生讲史以“温情与敬意”著名，这部《中国
通史》，依然满怀温情和敬意。它或许不是最完备的
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怀的中国史。它以“守旧”为支
点，打开中西文化差异的缺口。他比较中西文化，说
秦汉文化犹如教室四周悬挂的万盏明灯，打碎一盏，
其余犹亮；罗马文化像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
暗。他讲周武王灭商后，因年老而两年后崩。周武王
并非要灭商，但商纣的政治太坏，乃是吊民伐罪，特来
慰问民众，讨伐商朝。“此乃三千年前之事，如系欧洲
人，便不会如此，可见中国民族是有文化的。英国人
不够朋友，而是帝国主义，不肯归还香港。”

而今，放眼“中国通史”林林总总，戏说有之，过度
个人化解读有之。钱穆版《中国通史》这一尘封多年
的通史经典，必定为万象纷乱的读史热潮注入一股清
流。钱穆先生高呼：“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受这句
话的启发，我认为倘若国人能够潜心挖掘和发扬国
魂，即心存温情与敬意回首过去，更怀着信心与梦想
展望未来，则国史不仅能免于断绝，更可以在不远的
将来描绘出又一个辉煌的高峰！

国学大师的文史情怀
——读钱穆新书《中国通史》

△张光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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