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时，安禄山稳稳当当地坐在彩
轿上，让宫女们抬着，在后宫花园中转
来转去。

杨贵妃口呼“禄儿、禄儿”嬉戏
取乐。安禄山一口一个干妈，叫个
不停。

抬彩轿的宫女被换了下来。她站
在一边，擦着额上细密的汗珠，偷偷地
捏着发麻的手，小声嘀咕：“怎么这么
喜欢老头的？嫁的人年纪本来就大
了，就是认个儿子，也……”

旁边的宫女捅她一下：“不要命
了？”

两人交换了一下脸色，立刻笑了
起来，用乐不可支的笑声，加入了旁边
的欢笑。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突然，欢笑声停止了。犹如欢腾

的河水，一下子断流。
大家都看着门口处。那儿有一个

影子，被阳光扯得长长的。在长出影
子和地方，站着一个喜笑盈盈的人。

那是高力士。
高力士像影子一样过来，悄然到

杨贵妃面前，笑着说：“贵妃娘娘好开
心呐。”

杨贵妃指着安禄生笑：“还不是
他？”

高力士也跟着笑，说：“皇上驾
到……”

说时，众人一齐跪了下来。其实，
唐玄宗已经进来了。

杨贵妃上前，施礼说：“今天给‘禄
儿’‘洗儿’，臣妾恭贺皇上添了新儿。”

众人跟着齐声说：“恭贺皇上！”
唐玄宗愕然：“上次不是洗过了

吗？”
杨贵妃朱唇一启，未语先笑，说：

“昨天吃过了琼台玉宴，今天还得吃
呢，‘洗儿’也一样，多洗几次，大家跟
着开心……”

唐玄宗举起手。过来了高力士。
高力士扶着他的手。

唐玄宗哈哈笑：“哈哈，就跟上次

一样，赏赐金银珠宝吧。”
安禄山在彩轿里作拱，像小孩子

那样说：“谢父王！”
唐玄宗开心地笑了，转脸对高力

士说：“等你家乡的荔枝到了，也赐给
‘禄儿’一筺。”

高力士拱手说：“是，皇下！”
一直到了夜晚，“洗儿”活动才结

束了。
安 禄 山 疲 惫 地 回 到 京 城 的 府

第。还没进门，便破口大骂：“哼，一
团火！”

说时，朝门口的石头一脚踢去，接
着把脚缩回来，抱着脚，吡牙裂嘴，骂：

“哼，守门口畜牲，就连你也欺负我？
我呸！来人！”

旁边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府中
的下人唯恐来迟。

安禄山咬牙切齿说：“把这畜牲，
给我烧了。”

一下人俯首说：“大人，烧不了的，
这是石头的。”

“扔到水里去！”
那下人仍然说：“石头也淹不烂

的……”
安禄山瞪眼：“我不想见它……”
这时候，一个人到了安禄山面

前。那人笑着说：“大人息怒，别跟这
些畜牲一般见识，也别跟这些畜牲过
不去了……”

旁边的下人都把头埋得更低了，
不知是不是骂自己为“畜牲”。

安禄山抬头，看到来的人是部将
史思明，心里豁然开朗，说：“哦，你来
了？”

说时，拉着史思明的手，进了屋子
里。

史思明问：“究竟大人遇到了什么
事？”

安禄山的火又给点起来了！他的
脸一绷，骂：“荔枝！还不是荔枝么？
一听到荔枝，就火冒三丈。”

史思明弯腰，问：“荔枝怎么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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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赛马”专线、白云观专车……

老北京公交经营有妙招
提到老北京的公共交通，不少人对

有轨电车比较熟悉。其实，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北京就有了公共汽车，背后还有
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查阅《北京交通
史》《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共汽车事业研
究（1935-1948）》以及《北京公共汽车百
年回眸》等资料，了解到了当时公共汽车
管理的诸多细节。

1935 年 7 月初，为了解决北平市区
电车运力不足的问题，发展郊区旅游业，
北平市政府组成了北平公共汽车筹备委
员会，并于 7 月 26 日发布市政府第一零
四号令《北平市政府公共汽车管理处组
织章程》。

当时，北平市政府以“花捐税”做抵
押，向河北省银行贷款 30 万银元，通过
公懋汽车洋行，从美国购买了 30 辆道
奇牌大客车，组建了“北平市公共汽车
管理处”。管理处借故宫博物院东华门
外旧营房为办公地点，于当年 8 月成立
了北平市公共汽车管理处。1935 年 8
月 22 日，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开通，为
东华门开往香山的 5 路。北京从此有
了公共汽车。随后，又开辟了几条其他
路线。不过，公共汽车开通后，运营并
不理想。没过多久，城区的线路便基本
停运，只剩下通往郊区的线路，比如从
东华门到八大处的 4 路以及从东华门
到香山的 5路。

1937 年 7 月 19 日北平沦陷。后来
日伪政权接管并恢复了市区公共汽车运
营。1938年，公共汽车管理处改名为公
共汽车局。5 月，公共汽车局增设了高
级的游览公共汽车，并在车上配备女导
游员，以促进公交车运营的发展。

1941 年 3 月，公共汽车局还增开了
西郊通往西单牌楼间的公交线路，但是
由于公交汽车缺乏，不得不向其他机构
租借汽车来使用，租借费用为“每一公里
付使用费六分”。

虽然公共汽车全力经营，但由于抗
战时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也直接影
响了公共汽车的经营。1942年11月，北
京特别市公署将公共汽车局取消，迫令
电车公司以价款160万元接收公共汽车
业务。

1946 年 5 月 16 日，北平市公共汽
车再次恢复运营。这时，北京的公共
汽车由市营公共汽车管理处负责。当
时，公共汽车管理处重新划定分配了
10 条公交线路。公共汽车公交线路的
选择兼顾盈利与方便市民两个方面，
各线路选定前，都进行了实地查勘，对
路程、路况都予以了充分考虑。比如
在划定第 7 路公共汽车运营线路的前
门至北小街这一段时，因北小街一段
路面十分狭窄，客车体积大“不易回旋
且易肇事”，而改为前门、东交民巷、崇
内大街、东单至北新桥。

在线路设置上，站点也多选取西单、
王府井及东安市场等商业区，也考虑故
宫、北海、景山等风景名胜和丰盛胡同、
绒线胡同、辟才胡同等居民聚居区，而且
各线路起始站大都设在前门火车站附
近，前门也成为了公共交通枢纽。

这些线路，每天投入运营车辆少时
仅有14辆，最多时达到45辆。

经过多年的运营，北平的公共汽车
行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1935 年筹备
公共汽车管理处时，从业人员仅9人；日
伪时期，公共汽车管理局发展到一百多
人；抗战胜利后，管理处的人员为四百多
人。1947年11月，北平市公共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公共汽车公司的员工人
数最多时达到七百多人。

不过，受制于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
抗战后北平的公共汽车事业历经坎坷。
最突出的困难就是车辆老旧，各项零件
也配套不齐，再加上路面条件不佳，老旧
的汽车几经颠簸，极容易损坏。“一去二
三里，抛锚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
人推。”这是当时乘客们用打油诗来形容
路上车辆损坏惨状。据史料记载：1947
年车辆出行次数最多的是四月份，达到
了 1132 辆次，而四月份修理就达到了
1122 次；六月份出行为 1062 辆次，修理
更是高达1636次。

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汽车
公司都没有能力添购新车，造成一些
线路常常无车可派，不得不停运。为
了解决这个困难，经营者想出了两个
办法：其一、就地取材，政府给拨了一

批卡车改装成客车使用；其二、租借。
1947 年，北平公共汽车公司委托交通
部公路总局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北平
营业所，装造了两辆公共汽车，这两辆
汽车就是由卡车底盘和其他汽车的车
身改装而成。

为了尽力弥补亏损，公共汽车公司
也是绞尽脑汁，尽可能改善运营。最常
见的办法就是在固定的路线外，因时制
宜，加开一些临时线路。

比如，1946 年，公共汽车公司为春
季赛马会加开了赛马场线路，运营效
果很好。到了这年 9 月，北平市骑射会
函告公共汽车公司，要求再次开通“赛
马”专线：“秋季赛马开始，观众因公共
汽车缺乏不得前往者甚多”，“酌拨汽
车数辆往返珠市口出广安门至马场间
以利观众”。

1948 年春节期间，白云观游人众
多，公共汽车公司便加开了西便门外白
云观专车；同年 3 月，天气转暖，颐和园
玉兰花开放，游人大增，公共汽车公司又
加开了颐和园客车，乘客颇多。这些临
时线路的开通，收到了“短平快”的经营

效果，既便利了群众又增加了收入，成为
其经营中的亮点。

北平公共汽车公司为了调动员工的
积极性，还推出了奖励制度。1948 年
初，公共汽车公司实行“票款提成奖金”
制度，规定：“以全部票款收入之百分之
二十提为奖金”，奖励全体员工。公共汽
车公司将全体员工分为四组，甲组为“监
工、工头、技工、工徒”，乙组为“司机班
长、司机、特勤”，丙组为“稽查长、稽查、
签票、售票”，丁组为“股长、课员、办事
员、公役”，各组按不同比例和出勤情况，
从奖金总额中获得奖金，“每人每日所得
奖金由主管者逐日分户登记，每半月结
算一次，随薪时发给”。

尽管如此，秩序混乱、事故频发，是
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公共交通最显著的问
题。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北京城的公共
汽车的经营难以为继，1948 年 8 月 11
日，北平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停止营
业。1949年后，北京的城市建设揭开了
历史新篇章，北京的公共交通事业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永加）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用于游览的高级公共汽车上配备了女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