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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位于浙江杭州袁分割浙东浙西袁两岸往来袁均须涉渡遥 明代时期袁钱塘江
不设官渡袁渡船载客货往来袁均为萧山人私船袁船夫的勒索让客商苦不堪言遥

明清以来袁钱塘江沿岸已经开始有义渡出现袁但是规模不大袁且持续时间较短遥
经过数年的筹划袁到 1869年袁胡雪岩倡导绅商捐赠袁加上厘金共计十二万缗

钱袁为防侵蚀袁后由巡抚谭钟麟委托给同善堂管理遥 当时钱江义渡局南北岸的船
只总共有 37只袁牛车 8辆袁执事者 330人袁船车每年都要修理袁改造的船只每年平
均有四只袁由一名官员和两名绅士负责袁从西兴驿以西为棚袁冬天提供姜茶袁夏天
提供茗茶袁供行人商旅饮用遥

钱江义渡局的设立给社会各层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袁驻杭州的英国传教
士慕雅德曾在回忆录中描写到院野渡船往返于江的两岸袁从日升到日落袁人们不分
贫富袁均可免费摆渡噎噎这一伟大的义渡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大明证遥 冶

1883年袁胡雪岩经营丝茧生意失败导致破产袁最终于 1885 年去世遥 在此期
间袁钱江义渡局亦由野杭州善举联合体冶绅士协助管理袁后旅沪绍属七邑同乡会同
样出面筹募资金资助钱江义渡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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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钱江义渡局的困境与应对

钱江义渡局的困局

钱江义渡局建立之初，经费主体多

由几部分组成。首先是租金利息，这一部

分经费来源是由本地绅士捐助购置的田

地，这些田地位于萧山县境内，由官方收

取租金作为开支费用。作为较为传统的

出租生息的方法，这也是能够长期维持

钱江义渡局支出的重要的来源之一。其

次是来源于捐助，捐助包含了个人捐助

以及行业捐助，最早胡雪岩重建义渡局

就是以倡捐的形式进行的，一批绅商也

积极响应，他本人就带头捐钱一万缗。由

于钱江义渡局在清末时期划归“杭州善

举联合体”共同管理，而“善举联合体”的

主体经费又来源于各行业的善捐，故各

行业的捐助也是义渡局经费来源之一，

历任“杭州善举联合体”董事的丁丙就在

《乐善录》中详细记录了钱江义渡局的支

出。最后是来源于官方，官方提供的资金

有包括官员自掏腰包的部分，也有官府

拨给的。官府拨给的资金大部分都来源

于“盐捐”和“靠捐”，这两种其实与税收

没有太大的区别，官方都将其划归到了

“官款”的行列，按照“每年拨银一万两，

按季给发”。

早在晚清，经费问题就已经困扰了

钱江义渡局，当时钱江义渡局还属于

“杭州善举联合体”共同管理，光绪年间

“善举联合体”的经费就出现过不足的

情况，时任联合体总董的丁丙就曾自掏

腰包，并且多次求助于官府，但直到清

朝覆灭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民国建立

后，钱江义渡局划归省有，其财政和政

府的关系逐步加深，经费运转更加依靠

政府拨发。政府给予的费用是固定有限

的，对处于变革期的钱江义渡局来说，

固然入不敷出。义渡局经费的消耗，以

燃料为大宗，浙江省议会就专门讨论了

钱江义渡局船夫工资和燃料经费不足

问题，到最后该议题也没有商讨出结

果。1923年，钱江义渡局在第二次采购
汽轮时同样遇到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即

使最后获得了省里的资金支持，但杭甬

绍商会还是另外采取了募捐的形式筹

措不足的资金。

不仅如此，政府还会控制义渡局所

持有的资金，1923年就曾经将钱江义渡
局的款项收归财政厅，移作增加浙江地

方银行股本之用。1925年钱江义渡局还
引发了工资问题，船夫工头赵阿三、沈法

才等人，因“原有工食不敷开支”向省议

员“介绍于省议会，请愿增加工资”。财政

受限由此可见。

随着钱江义渡局的发展，管理上的

弊端也接踵而至。本来每只渡船配备 3
名船夫，每名船夫每天拿到铜钱三百文，

但是由于缺乏监管，又是领取固定工资，

出现了“力有不及，全赖搭船之轿夫、挑

夫及穷苦人帮同撑驶。苟搭船者不允，则

必辱骂随之”。船夫水手也有贪腐的现

象，巧立名目，向旅客索要。

同时事故也时有发生，《申报》就曾

有记载：“本月初九日，某号渡船正在扬

帆飞驶，狂风陡起，虎啸声雄。舵工不及

提防，竟遭覆没。虽经救生船极力往救，

然舟中搭客二十三人仅救起二十人”。翻

船的消息时有报道，曾导致“渡客四十余

人，均翻入江中”，最终确定的“内有死者

五人”，还有人下落不明。这件事不仅在

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而且惊动了浙江

省高官，要求进行进一步调查，但结果也

是不了了之。义渡事故的不幸遭遇，虽然

大部分是因为天气的恶劣才导致的操作

失误，但相对于其他近代运输方式，钱江

义渡局前期较为原始的木船已经逐渐无

法适应新的环境下的需求。

本身作为慈善组织，钱江义渡局物

质资金等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劣势，资

金的来源是有限以及不稳定的。事故发

生次数的变多不仅表明设备技术的落后

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同时，旧的管

理制度也无法适应新的保障要求。总的

来说，钱江义渡局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

面临着财政管理等方面的困局，为了生

存和发展，主动的转型迫在眉睫。

钱江义渡局的应对

为解决出现的设备技术、资金以及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1910 年，借钱江义
渡遭遇风浪事故多名乘客丧生的事件，

官府意图改良义渡，用轮渡来避免危险

情况，但因惧怕与轮船公司冲突且违背

初衷而遭反驳。之后浙江省谘议局针对

这种情况再次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改良钱

江义渡办法，其中包含八条具体改良建

议，但最终还是未协商成功难以实行。

在这一时期，钱江义渡局也开始陆

续革新设备技术。1912年辛亥革命后，
“中华民国”成立，根据当时浙江省临时

财政会议的决案，钱江义渡局划为地方

行政，仍以钱江义渡局进行管理。1914
年，绍兴绅士方面计划实行机轮拖带义

渡船来加强渡船的安全性。时任绍属七

邑同乡会的常务董事俞襄周，曾在 20世
纪初过江搭乘义渡，亲眼看见由于暴风

恶浪而导致的沉船惨剧，在当时就产生

了要改善渡船的志向，趁此机会，俞襄周

前往上海向外商购置一艘小型机轮，用

作拖带原有木质渡船。之后于杭州三廊

庙与钱塘江南岸之间试渡数月，运行期

间效果显著，未发生事故，相比原先的木

质渡船又大大加速了过江时间。1916
年，由浙江省议会议员提出，经过几次会

议的讨论审查，最终将钱江义渡局划归

省有，并且逐步改设轮渡，这彻底改变了

钱江义渡局的面貌。1919年，钱江义渡
局呈准财政厅添购汽轮 2艘，钱江义渡
也由此逐步实现了近代化技术革新，提

高了效率。

增添汽轮的同时，为了完善钱江义

渡局的管理制度，避免清末管理混乱的

局面重蹈覆辙，杭州、绍兴和宁波三个商

会的会长就曾组织钱江义渡评议会，决

定了会章，积极推动钱江义渡局的管理

和监督工作，确保义渡局运作的透明度

和效率。1927年北伐军主导杭州后，钱
江义渡局由国民政府接管，考虑到渡江

人数逐渐增多，管理上也发生了变化，由

浙江省公路局进行监管。这也是因为到

杭州拱三段公路的通车，为了更方便联

络南岸萧绍运输，遂更名为钱江义渡办

事处，公路局委派专员进行管理。

在设备技术以及管理上不断实现转

变更新的同时，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程振钧首先提出了关于建筑钱江义渡码

头的议案。由于钱塘江两岸渡口淤沙堆

积，船很难靠岸，登船不便，到轮渡点，乘

客需要涉水登船，男性乘客尚可应对，但

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这个过程更加困

难。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将会更加难以应

对，义渡局为此也铺设了跳板，但跳板每

天需要雇工铺设和收取，而且每个月都

需要进行修理，每年大约需要花费四千

元左右的洋银，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29 年，经过招工和投标，钱江义渡码
头最终建成，义渡船舶的运行更加方便，

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在竣工当天，

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建设厅厅长曾

养甫亲自主持落成典礼，张静江书写“浙

江第一码头”为题。

虽然两岸已经建造了水泥码头，但

由于官办的经费固定，导致轮船和渡船

年久失修，逐渐损坏，运力大减，旅客多

有怨言。为了整顿这一状况，建设厅厅长

石瑛计划一方面拨款维修船只，另一方

面聘请在上海和杭州的绅士，虞洽卿、王

晓籁、张啸林、杜月笙、张喧初、王竹斋、

王湘泉、金润泉等四十人，组成钱江义渡

委员会。计划将义渡局的事务交由委员

会管理，每月拨款四千元作为经费，不足

部分由委员会自行募集。1936年，为满足
大众的需求，义渡局又增设了特班船，每

次收费一角，以此来填补修缮码头的经

费以及渡船的经费来源。运营策略的不

断转变，也是钱江义渡局为了更好生存

而采取的变革手段。

正在钱江义渡局发展之时，抗日战

争爆发，义渡局一度实行战时渡船编队

管理，到了杭州陷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

在撤退之后，也将义渡船只沉底焚毁，至

此，昔日的钱江义渡局也不复往日。抗战

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意图依托钱江义

渡复兴委员会筹措资金重修钱江义渡及

其码头，但均因时代关系没有了下文，直

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进行了重新修建。

相比于最初清末时期创建的钱江义

渡局，其在性质方面，由原来民营性质变

为收归省办到中间几度变更管理主体，

最终又转回收归民办，不论是民办还是

省政府领导期间，一直保持着义渡本身

的公益性质，在监督管理方面都有了改

进。此外，逐渐实现技术的更新，从木质

渡船改为轮渡，实现了近代化，同时也考

虑增加了轮渡的安全性，修建码头，这也

大大增加了钱江义渡局的专业性和全面

性，对于两岸渡江乘客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保障人身安全，对社会稳定发展做出

了贡献。

对于钱江义渡局来说，身为政府所

需的社会保障的补充，应该处理好与官

民间的关系。作为公共事业重要的一环，

钱江义渡局在民办和官办之间并没有那

么清晰的界线，但其始终维持好和官方

的联系。在民众的视角来看，钱江义渡局

因属于慈善行业运行稳定而受赞扬，其

始终没有放弃在民众角度下进行改革完

善。近代发展过程中，钱江义渡局在技术

设备、管理和经费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显

现，运营逐步困难之时，坚持适应新的规

则体系，在履行建立之初所被分配的那

份责任。在近代转型中，钱江义渡局革新

设备技术，加强义渡的安全性，提高效

率，组织人员建立新的管理制度，避免混

乱的局面发生。当义渡局购买汽轮费用

不足之时，会依靠杭甬绍的商会进行筹

集。正是在不断革新改良中，钱江义渡局

才更好应对了近代以来的困局，履行了

社会保障的部分职责。

渊据叶今古文创曳冤
公益广告

钱江义渡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