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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步溜：

明代商旅对小蚌埠之域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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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地处淮河南岸蚌埠之域与
北岸小蚌埠之域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关
连ʪ从地理形态看，两处隔河相望，一衣
带水，近在咫尺；从地名称谓看，是先有
南岸Ž蚌埠ž之称，后有北岸Ž小蚌埠ž之
名；从隶属关系看，两地原先以淮水为
界ʩ互不相属，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经凤
阳府授权ʩ才将原属灵璧县治下的小蚌
埠之域转归凤阳县蚌埠集，由凤阳县主
簿对淮河南北大ʩ小蚌埠实施统一管
理ʪ1912年清王朝覆灭后，小蚌埠脱离
凤阳管辖，重返灵璧县治下，直到1947
年蚌埠建市，小蚌埠地域才正式列入蚌
埠市辖范围ʪ

本文依据史料，对明代小蚌埠地域
名称有关问题进行探讨ʪ文中所涉Ž蚌
埠之域ž仍指淮河南岸以蚌山为中心ʩ
面积约数十平方公里的蚌埠初始地域；
而Ž小蚌埠之域ž系指历史上位于淮河
北岸（今津浦铁路西侧）ʩ与南岸蚌埠之
域隔河相望，总面积约20多平方公里的
地域ʪ

一ǐ距今约400年前的明朝出

现Ā半步溜ā称谓

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
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记载淮水
自河南桐柏发源，向东流经怀远县南至
凤阳府北时，引用明代成书的《舆程记》

（作者佚名）的一段话，说明其间所经之
处为：Ž自怀远县缘淮而东，三十里曰半
步溜，又二十里曰长淮溜，二十里曰十
里溜，又三十里而至凤阳府，陆行则七
十里而至矣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一百二十七）ʪ由于《舆程记》早佚，此
段记述比较珍贵ʪ其中所涉及的一个位
于淮河航道怀远至凤阳府之间地名Ž半
步溜ž位置恰在蚌埠之域一带，它是否
为当时地属凤阳县的蚌埠的别称，抑或
为当时地属灵璧县的小蚌埠之域称谓，
尤其值得关注蚌埠地方史者重视ʪ

据明代史料，不仅在《舆程记》里，
而且在当时由徽州商人编纂的商书（商
旅之人为方便经商与出行，根据自身所
经之处水陆交通ʩ风土民情ʩ特产状况
并参考有关方志等所撰的商用书籍）
中，也有涉及Ž半步溜ž的记载ʪ例如，明
代隆庆四年（1570）徽商黄汴编纂的《一
统路程图记》卷五Ž江北水路ž中，在记
载淮安至汴城（今开封市）水路途经凤
阳府后，向西经过的淮河水路地名依次
为Ž三十里十里溜，三十里长淮溜，三十
里半步溜，三十里怀远县žʪ与《舆程记》
淮水自西向东途经地记述相比，《一统
路程图记》不同之处在于记述淮水自东
向西所经之地ʪ此外，还有明代天启六
年（1626）徽商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
卷之二Ž清江浦（即淮安）由南河至汴梁

（今开封市）水路ž中，也有与《一统路程
图记》几乎相同的记述，在由五河县沿
淮向西到达凤阳旧城临淮县后，再向西
Ž十里十里城儿，二十里长淮溜，三十里
半步溜，三十里荆山，西北水通亳州，三
里至怀远ž，也涉及Ž半步溜žʪ

以上诸书记载可见，Ž半步溜ž称谓
在明代是客观存在事实ʪ只是，《一统路
程图记》与《士商类要》均为明代徽州商
人所撰，而《舆程记》由于早佚，笔者虽
经多方查阅资料，也没能发现该书的作
者姓名及著书的确切时间，不过，依据
该书记载内容有相当部分特别是地名
表述方式与其他两书雷同，可以认为此

书的作者大约也为当时商旅之人，或者
是同代人参考当时各种商书内容等所
作，故也可视为商书ʪ那么，三部明代商
旅之著都提及的Ž半步溜ž，在有明一代
官修方志中有无记载来印证为何处呢？

二ǐ现存明代官修方志对蚌

埠之域地名及变迁有明确记载，

对小蚌埠之域地名从未提及，但

均无涉Ā半步溜ā的记录

依据现存明代涉及有关蚌埠之域
的官修地理总志《寰宇通志》ʩ《大明一
统志》与区域性方志《中都志》和《凤阳
新书》有关记载，蚌埠之域地名从明初
到明末经历了Ž蚌阜žŽ蚌 ž到Ž蚌埠ž
的变化，嬗变历史轨迹清楚，从来没有
出现过此地有Ž半步溜ž名称（或别名ʩ
俗称）的记载，由于前文《蚌阜 蚌
蚌埠ŸŸ明代蚌埠之域地名嬗变的历
史轨迹》（载《蚌埠日报》2022年12月5日
第12版）对此已做论证，故在此不再
详述ʪ

再看明末之前形成的官方文献中
有无涉及小蚌埠之域的地名记录ʪ历
史上，灵璧自北宋建县（属宿州）后，地
处淮河北岸的小蚌埠之域就属该县辖
地，但直至元代都没有载之文献的有
关小蚌埠之域的地名记述ʪ进入明代，
灵璧曾先后出现过两部官修县志，但
均已散佚，无从查考；现今存世能够反
映明代灵璧县辖地名称且比较有代表
性的官修方志，为明成化六年（1470）
成书的《 中 都 志 》，与 嘉 靖十六 年

（1537）成书的《宿州志》（灵璧县时为
凤阳府宿州辖县）ʪ

在成化《中都志》卷之四Ž坊市街巷
乡村都保镇店ž一节，记载地属凤阳府
宿州的灵璧县4乡（吴城乡ʩ南华乡ʩ潼
郡乡ʩ临淮乡）ʩ2镇（陵子镇ʩ楼子镇）ʩ3
集（陵子集ʩ三村集ʩ双沟集）ʩ33保，小
蚌埠之域当属临淮乡范围，但该乡所辖
各保中并无其地名可觅；而嘉靖《宿州
志》卷一，则比较详细地收录了当时属
宿州管辖的灵璧县3乡（中乡ʩ南乡ʩ北
乡）ʩ40保ʩ2镇ʩ14集地名，小蚌埠之域
当在灵璧县南乡范围，查阅该书所载南
乡13保为固镇ʩ新马ʩ淝河ʩ清沟ʩ敬台ʩ
洪沟ʩ艾渠ʩ西太平ʩ西芦沟ʩ东芦村ʩ定
陵ʩ新隆ʩ南高塘等保，3集为固镇集ʩ九
湾集ʩ八塔集，并没有小蚌埠之域的地
名记载，也无涉Ž半步溜ž的有关记录ʪ

三ǐĀ半步溜ā应为明代经常

途经淮河航道的商旅对位于凤阳

府段北岸的小蚌埠之域称谓

由于明代官修方志对当时地属凤
阳县的蚌埠之域地名及其嬗变轨迹记
录清晰，所以无论从史实ʩ还是从逻辑
的角度看，都不存在Ž半步溜ž为当地地
名的称谓可能性ʪ那么，是否存在Ž半步
溜ž系指当时地属灵璧县的淮河北岸小
蚌埠之域的可能性呢？上文提到，明代
官修方志均未提及小蚌埠之域地名，说
明当时小蚌埠之域还没有形成一定规
模的人居聚落或较具影响的商业集市，
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排除存在人数相对
较少定居点与初级乡村集市萌芽的可
能性；特别是存在由于对岸蚌埠之域商
贸活动逐渐繁盛，淮河航道来往商旅有
时会将北岸小蚌埠之域作为停泊交易
点的可能性ʪ通过对存世明清方志史料

分析后，笔者还认为，不仅存在Ž半步
溜ž是明代商旅之人对小蚌埠之域指称
的可能性，而且从具体史证ʩ逻辑推理
等角度看也更具合理性：

其一ʩ从明代商旅对Ž溜ž字含义的
解释看，Ž半步溜ž应是对地处淮河北岸
小蚌埠之域的指称ʪ

Ž半步溜ž所指地域的确切方位究
竟位于淮河南岸，还是北岸？要认定一
河之隔的南北地域，这就涉及对Ž溜ž的
正确理解ʪ何谓Ž溜ž？在现代汉语中义
为Ž迅速的水流ž，这与明代隆庆年间黄
汴编撰的《一统路程图记》中对所涉
Ž溜ž字的解释相近，在该书卷五Ž江北
水路ž记载淮安至汴城水路所经各处

（其中就含Ž半步溜ž等）后，专门对Ž溜ž
作了如下解释ŸŸŽ淮安由南河即淮河
至汴城，水不甚险而有神溜ƀƀŻ溜 ż
者 ，水急之总名 ，南方曰Ż滩 ż，北曰

Ż溜żžʪ这就清楚说明，当时商旅对淮河
航道南北水急之处有不同称谓，南方称
之为Ž滩ž，北侧称之为Ž溜žʪ由此来看，
Ž半步溜ž的方位应在位于淮河北岸小
蚌埠之域，而非指南岸的蚌埠之域ʪ

还可从历史上淮河变迁对地名的
影响，来看当时商旅对位于河之南北两
侧地域不同称谓所留的痕迹ʪ南宋以
降，黄河夺淮，携大量泥沙而下，致使淮
河中游河床不断抬高，并在河道两侧特
别是南侧冲积成许多滩地，直到上世纪
初，蚌埠之域淮河航道南侧由水流多年
冲积成阜的沙洲（河滩地），自西向东还
有Ž南滩žŽ宋家滩žŽ于家滩ž等称谓（参
见蚌埠市地名委员会编《安徽省蚌埠市
地名录》所载1915年绘制的蚌埠地图，
1985年印），而从未有见诸记载的Ž溜ž
之称，这可作为明代商书中有关Ž滩ž位
于河之南的重要考量因素，也可反证
Ž溜ž应为对位于淮河航道北侧特定地
域的称谓ʪ

其二ʩ从淮河水路凤阳至怀远段
其他称Ž溜ž之名的由来看，也可印证
Ž半步溜 ž是对北岸小蚌埠之域 的
称谓ʪ

《舆程记》等书记载的淮水凤阳府
段称Ž溜ž之处，除Ž半步溜ž外，还有Ž长
淮溜žŽ十里溜ž，理清这两Ž溜ž所在地，
对确定Ž半步溜ž的方位也会很有帮助ʪ
根据明代官修志书《凤阳新书》卷四所
记，宋元以降，由于濠州一带Ž淮河有北
岸为聚商之所ž，所以往来商船多停靠
于北岸Ž以聚其货ž，择地进行交易活
动ʪ明初凤阳府境，淮河航道往来商旅
商贸活动大都集中于淮河北岸之凤阳
以北之十里城（今我市五河县临北回族
乡境内）；进入明中期，十里城港口逐渐
淤塞，商贸活动多转至长淮关（在凤阳
县西北长淮卫境内）北岸ʪ而淮河北岸
这两处Ž聚商之所ž，分别被《舆程记》等
商书记载为Ž十里溜žŽ长淮溜ž，即为商
旅借用 ʩ比照官修方志中的十里城

（程）ʩ长淮关这两处地名对北岸聚商之
所的称谓ʪ

而同样出于商旅笔下ʩ位于淮河北
岸的Ž半步溜ž由何得名？由于官修方志
中从未有过Ž半步ž地名记载，笔者推
测，很大的可能是，来往于淮河航道的
商旅根据这里的地理ʩ地貌特征，比照ʩ
借用南岸Ž蚌埠ž地名（自明中叶后逐渐
成为蚌埠之域固定的地名称谓，也必为
当时过往商旅所了解），对位于北岸的
小蚌埠之域聚商之所的称谓，只不过在
借用过程中，Ž蚌ž字简化（或讹传）为相

近音Ž半ž，Ž埠ž被该字自明代开始流行
之前读音ʩ含义相同的Ž步ž字所取代

（Ž步žŽ埠ž中古音通假），加上商旅在乘
船出行时对淮河航道水流状况的实际
体验（Ž溜ž），遂成Ž半步溜ž之名ʪ

一般来讲，商旅之人对经商很内
行，所编之书也有其独到的社会ʩ史料
价值，但不可忽视的是商书对途经之处
地名等涉及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表述
却存在不甚严谨的现象，上述Ž十里溜ž
Ž长淮溜žŽ半步溜ž在官修方志中均无
记载，民间亦无传说可稽，即为明证ʪ正
如复旦大学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典
籍文献研究与整理的杨正泰教授所评
价的那样：Ž商书是普及性大众读物，讲
究通俗和实用，在编撰方法和语言文字
方面有独特的风格，商人精于贸易，但
对经商无关的知识则知之有限，欠缺之
处不少，存在问题亦多ž（杨正泰：《明代
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第15页）ʪ既然淮河北岸的Ž十
里城ž可被商旅称之为Ž十里溜žʩ南岸
长淮关对岸商贸之地可称之为Ž长淮
溜ž，同样位于蚌埠之域对岸的小蚌埠
之域为何不能被其称之为Ž半步溜ž？

其三ʩ从地名沿革的角度看，如果
明代出现的Ž半步溜ž系指淮河北岸小
蚌埠之域，那么进入清代，这一地域出
现的Ž蚌步集ž称谓就与其有着合理的
承接关系ʪ

清初，位于淮河南岸的蚌埠集经过
战乱后逐渐复苏，并随着商贸活动的增
加与淮河渡口的正式设立，与小蚌埠之
域的联系更为紧密ʪ受对岸蚌埠集（清
代官修《凤阳县志》中有Ž大蚌埠ž之称）
影响，淮河北岸出现了Ž小蚌埠ž的称谓

（参见雍正四年官修《古今图书集成》所
载凤阳府疆域图）ʪ到了乾隆二十三年

（1758），官修《灵璧志略》对显然受到地
属凤阳县蚌埠集影响ʩ已有Ž小蚌埠ž之
称这一事实却不以为然，而给小蚌埠之
域选择了另一称谓ŸŸŽ蚌步集ž，这其
中就应有前朝商旅曾有过的Ž半步溜ž
之称的因素ʪ

如前所述，Ž半步溜ž之称从未得到
官方的认可，但长期以来作为往来商旅
对小蚌埠之域的称谓并载之商书，也不
能不对当地产生一定影响，而由于《灵
璧志略》毕竟是在总揽一县治理的知县
主持下ʩ特邀当地名望修撰而成，就不
能无视以往商旅对小蚌埠之域称谓的
不严谨之处，遂将Ž半步溜ž之Ž半ž字错
讹改正为Ž蚌ž（大ʩ小蚌埠之域所濒淮
河区段自古以来就为著名的采蚌珠之
地），将Ž溜ž字更换为Ž集ž（清初小蚌埠
之域已形成集市），仍保留了中间的
Ž步ž字，形成Ž蚌步集ž地名称谓，以示
地属灵璧县管辖的小蚌埠之域与淮河
南岸Ž蚌埠集ž的区别ʪ尽管如此，人们
还是不难从Ž蚌步集ž与Ž半步溜ž之间
看出明显的承接关系ʪ

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明清时期官
修凤阳县志从未对地处淮河南岸蚌埠
之域有过Ž蚌步（集）ž称谓的记载，清前
期管辖小蚌埠之域的灵璧县则从不认
可Ž小蚌埠ž的称谓ʩ而坚持使用Ž蚌步
集ž的名称，这在客观上对清初以来淮
河两岸大ʩ小蚌埠实际上已融为一地的
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ʪ这
种状况，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经
当时凤阳府授权，凤阳县派出主簿进驻
蚌埠集，对淮河南北大ʩ小蚌埠实施统
一管理后才得以改观ʪ

Ž二月二，龙抬头ʪ春雨落，地冒
油ʪ修犁铧，喂饱牛ʪ大家小户使耕
牛ʪž出了正月，转眼间便迎来了农历
二月二，儿时跟着母亲学过的民谣还
依稀响彻耳畔ʪ

二月二是俗称Ž龙抬头ž的日
子 ，也称春龙节 ʩ农事节 ʩ春耕节
等 ，意思从这一天开始，经过一冬
休眠的青龙就要被隆隆春雷声惊
醒 ，抬头布云施雨了ʪ春雨淅淅沥
沥地下着 ，干涸冻裂的田土 ，如饮
甘泉贪婪地吮吸着，忙碌的春耕春
种即将拉开序幕ʪ而在这一天 ，最
让我难忘的是：吃炒豆ʩ吃春卷ʩ剃
龙头ʪ

犹记得，小时候每过二月二，天
刚蒙蒙亮，我们就会被父亲催促早
早起床要去踩门槛儿 ，意谓Ž登龙
门žʪ然后，跟着父亲到院子里打囤
填仓ʪ他从灶膛里取出草木灰，一把
把均匀地撒画成五个大大小小环环
相套的圆圈，象征粮囤，Ž囤ž内分别
放上不同的粮食，如豆ʩ谷ʩ黍ʩ高
粱ʩ小麦，或者钱财等物，用砖头压
起来ʪ在囤边再画一架梯子，寓意为
囤高粮满，预兆丰年ʪ我们则一起高
唱：Ž青龙节，龙升天，大囤撑圆小囤
尖ʪž囤打好后，父亲让大哥燃放一
挂鞭炮，他在一旁乐呵呵念叨：Ž爆
满了，爆满了！ž

为了多沾Ž龙气ž，二月二这天家
里的吃食也纷纷和龙联系了起来，听
母亲说，吃春饼叫吃Ž龙鳞ž，吃水饺
叫吃Ž龙耳ž，吃面条叫食Ž龙须ž，吃
米饭叫吃Ž龙子ž，吃馄饨叫吃Ž龙
眼ž，吃煎饼叫揭Ž龙皮ž，吃麻花叫啃
Ž龙骨ž，吃油炸糕叫吃Ž龙胆žʪ所有
这些，都是图个吉祥，盼着来年有个
好年成ʪ母亲用温水和面，揪成一个
个小剂儿，把两个连一起，擀成约七
寸见圆的薄饼，用小火烙熟ʪ配着卷
在饼中的时令菜蔬，轻轻用力一咬，
满嘴生芳，尽是春天的味道ʪ

最有趣的是，莫过于吃炒豆了ʪ
或炒黄豆，或炒蚕豆，或炒玉米豆，或
炒豌豆，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拿来一
炒ʪ母亲将大铁锅洗干净，放置火上，
倒进半锅沙子，将沙子翻炒得滚烫，
然后放进豆子，不停翻炒，直至豆子
爆开，最后用筛子筛去沙子，让全家
人分食炒豆ʪ有道是Ž金豆开花，龙王
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ʪž但炒豆
子是有讲究的，把豆子炒得越是噼里
啪啦响，就代表以后日子会越过越红
火ʪ每到这个节日，整个村庄都沉浸
在豆花的香味中，久久不散ʪ

吃过早饭，父亲就带着我们小孩
去村头的理发店理龙头，他说这一天
儿童理发叫Ž剃喜头ž，会保佑孩子健
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
能带来好运，新的一年吉星高照，顺
顺利利ʪŽ二月二龙抬头，家家小孩剃
龙头，龙不抬头我抬头žʪ有谁不想做
Ž龙头ž的呢？于是，大家都要赶在二
月初二这一天理发，图个大吉大利ʪ
其实，熬了一个正月，每个人的头发
都长长起来，在这个龙抬头的日子理
发，充满了精气神，心里对吉祥的期
盼应验了ʪ

晚上，全家围坐一堂，喝了春酒，
揭了龙皮ʩ挑了龙尾ʩ吃了龙眼等菜
饭，便喜气洋洋地到村礼堂看龙灯看
庙戏ʪ欢歌笑语，锣鼓喧天，热热闹闹
的景象，甚至比刚刚过去不久的元宵
节还要隆重ʪ但是，不管演什么戏，我
们孩子们根本就没有心思看，也完全
听不懂唱些什么，于是一哄而散，台
前台后地嬉戏ʪ只有那些老人，似乎
甚为着迷，一本正经地坐在条凳上，
直到曲终人散ʪ

白居易有诗写道：Ž二月二日新
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ʪ轻衫细马春
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ʪž伴着踏春悄
然响起的足音，今年的二月二又来
了，真是让人感叹和怀念，令人发思
古之幽情ʪ

二月二龙抬头
ǃ钟 芳

触 景 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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