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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衙门漕运衙门
韩国生韩国生

明清两代明清两代，，通州是个较为特殊的地方通州是个较为特殊的地方。。据史料记据史料记
载载，，元代以来元代以来，，各代在通州均设管理漕运事务的衙署各代在通州均设管理漕运事务的衙署。。
元代设督漕运司元代设督漕运司，，明代因修建宫室明代因修建宫室、、城垣城垣、、定陵和北部长定陵和北部长
城城，，对运河水运更为重视对运河水运更为重视，，在北京设仓场总署在北京设仓场总署，，由户部管由户部管
理理，，并在通州设有尚书馆并在通州设有尚书馆、、户部分司户部分司、、坐粮厅公署坐粮厅公署、、监督监督
主事公署主事公署、、巡仓公署巡仓公署、、巡漕公署等近巡漕公署等近4040个办事机构个办事机构，，衙署衙署
遍布通州城内遍布通州城内。。清依明制清依明制，，依旧在通州设置户部坐粮厅依旧在通州设置户部坐粮厅
署署、、仓场总署仓场总署、、漕运厅署等大小衙署数十处漕运厅署等大小衙署数十处。。另外另外，，江江
苏苏、、浙江浙江、、江西等漕运总局江西等漕运总局、、会馆等也设在通州会馆等也设在通州。。

其中其中，，清代仓场总督衙门位于新城南门东清代仓场总督衙门位于新城南门东，，为明总为明总
兵府改建兵府改建；；通永道衙门在州城内天恩胡同偏东通永道衙门在州城内天恩胡同偏东；；户部坐户部坐
粮厅署在新城内西察院粮厅署在新城内西察院，，为原明总督粮场太监居住的忠为原明总督粮场太监居住的忠

瑞馆瑞馆；；大运西仓监督署在坐粮厅后大运西仓监督署在坐粮厅后，，即明代忠敬馆即明代忠敬馆；；大运中仓监督署在大运中仓监督署在
州旧城南门内州旧城南门内；；东路厅署在州新城内草厂东路厅署在州新城内草厂；；理事厅与漕运厅署在张家理事厅与漕运厅署在张家
湾城内湾城内；；通州知州署通州知州署、、州同署州同署、、州判署均在通州城内州判署均在通州城内；；土坝掣斛厅在土土坝掣斛厅在土
坝坝，，为州同督漕公廨为州同督漕公廨，，每年南运漕粮抵达通州时均驻扎于此每年南运漕粮抵达通州时均驻扎于此；；石坝掣斛石坝掣斛
厅在石坝厅在石坝，，明时称督储馆明时称督储馆，，有大官厅一座有大官厅一座，，为判督漕处所为判督漕处所；；驿丞署与巡驿丞署与巡
检署在张家湾城内检署在张家湾城内；；左营都司署与张家湾营都司署均在张家湾城左营都司署与张家湾营都司署均在张家湾城，，右右
营守备署在通州州治西南营守备署在通州州治西南。。从这些衙署的级别来看从这些衙署的级别来看，，几乎涉及明清所几乎涉及明清所
有行政建制的品级有行政建制的品级，，其中关于仓储与漕运的占绝大部分其中关于仓储与漕运的占绝大部分，，即便作为地即便作为地
方行政人员的知州方行政人员的知州、、州同州同、、州判州判，，除料理地方事务外除料理地方事务外，，也必须承担大量也必须承担大量
的漕运事务的漕运事务。。

凭借掌握皇仓的重权凭借掌握皇仓的重权，，““需索多门需索多门，，虐害挽卒虐害挽卒””，，专横跋扈专横跋扈，，无所不无所不
为为。。约在嘉靖七年约在嘉靖七年（（15281528年年），），仅留下仅留下 22名太监名太监，，至十四年至十四年（（15351535
年年））取消了太监管理皇仓的权力取消了太监管理皇仓的权力，，由户部官员料理由户部官员料理。。于是于是，，坐粮坐粮
厅的总督粮储太监被撤换厅的总督粮储太监被撤换，，代之而来的是一位户部郎中代之而来的是一位户部郎中。。

清代初期清代初期，，朝廷于通州设有两座大型国仓朝廷于通州设有两座大型国仓，，袭用明代两地袭用明代两地，，
即西仓与中仓即西仓与中仓。。为为加强皇仓管理加强皇仓管理，，防止仓吏防止仓吏、、军粮经纪作弊军粮经纪作弊，，除在除在
新城南门内迤东新城南门内迤东、、大运西仓南门外东侧设立仓场总署外大运西仓南门外东侧设立仓场总署外，，又于西又于西
仓西门外迤南建置坐粮厅署仓西门外迤南建置坐粮厅署，，设满汉厅丞各一员设满汉厅丞各一员（（五品官五品官））掌管掌管，，
上隶户部上隶户部。。职掌漕河治理职掌漕河治理，，漕粮验收漕粮验收，，水陆驳运水陆驳运，，征收运税征收运税，，河畔河畔
杂课杂课，，仓廒修缮等诸多事务仓廒修缮等诸多事务。。坐粮厅署仿照京城户部衙署规模坐粮厅署仿照京城户部衙署规模，，
建房二百余间建房二百余间。。同时在西仓西门外迤北建立大运西仓监督署同时在西仓西门外迤北建立大运西仓监督署，，具具
体负责西仓维修体负责西仓维修、、粮储粮储、、收纳收纳、、支出支出、、防卫等一切保管事宜防卫等一切保管事宜，，上隶坐上隶坐
粮厅署粮厅署。。在坐粮厅署之西又设协镇府在坐粮厅署之西又设协镇府，，镇守通州副将居此镇守通州副将居此。。这三这三
个官署在坐粮厅署北侧建造了一处较大的花园个官署在坐粮厅署北侧建造了一处较大的花园，，供官员们游玩供官员们游玩，，
俗称官园俗称官园。。随着漕运停止随着漕运停止，，衙衙署撤销署撤销，，花园变成菜圃花园变成菜圃，，官署易作官署易作
民居民居，，在花园周围形成几条小巷在花园周围形成几条小巷，，合起来称为官园胡同合起来称为官园胡同。。

四员厅是共议漕运之处

在通州区中仓街道在通州区中仓街道，，有个四员厅社区有个四员厅社区，，这个社区的名字就源这个社区的名字就源
于仓场总督衙门的一所重要建筑于仓场总督衙门的一所重要建筑———四员厅—四员厅。。

仓场总督衙门位于通州西北部仓场总督衙门位于通州西北部，，佟麟阁街南端东侧佟麟阁街南端东侧。。据据《《北北
京地名典京地名典》》载载，，为加强供给北平府防卫重兵的粮饷为加强供给北平府防卫重兵的粮饷，，明洪武明洪武、、永乐永乐
年间在通州建有四座国仓年间在通州建有四座国仓，，即大运中仓即大运中仓、、大运西仓大运西仓、、大运东仓大运东仓、、大大
运南仓运南仓，，以储存江淮所运漕粮以储存江淮所运漕粮，，供应军队粮饷供应军队粮饷。。朝廷极为重视通朝廷极为重视通
州军仓管理州军仓管理，，故于通州设置仓场总署故于通州设置仓场总署，，以户部官员管理以户部官员管理。。至宣德至宣德
五年五年（（14301430年年），），明廷命户部尚书李昶专司通仓明廷命户部尚书李昶专司通仓，，遂于通州建管遂于通州建管
粮分司署粮分司署，，户部尚书驻此理事户部尚书驻此理事，，俗称尚书馆俗称尚书馆。。以后也有加户部侍以后也有加户部侍
郎衔的官员来通州办理公务郎衔的官员来通州办理公务，，但尚书馆的名称却沿用了下来但尚书馆的名称却沿用了下来。。

清兵初入关时清兵初入关时，，立足未稳立足未稳，，加上大肆推行加上大肆推行““圈地圈地””政策政策，，遭到遭到
百姓反抗百姓反抗。。清廷在通州设十三营清廷在通州设十三营，，由总兵统率由总兵统率，，其驻扎的总兵府其驻扎的总兵府
就是明代的尚书馆就是明代的尚书馆。。康熙年间康熙年间，，因此处北毗西仓因此处北毗西仓，，西近后南仓西近后南仓，，
东临中仓东临中仓，，故将此改建为仓场总督衙署故将此改建为仓场总督衙署。。每年春至秋季大运河每年春至秋季大运河
漕运期间漕运期间，，户部委派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员与都察院遣巡仓户部委派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员与都察院遣巡仓
御史满汉各一员御史满汉各一员，，共四位大员至此总理漕务共四位大员至此总理漕务。。仓场总督衙署下仓场总督衙署下
设东科设东科、、西科西科、、漕科漕科、、详科详科、、印科等印科等 55科科，，共同办理漕运事务共同办理漕运事务。。仓仓
场总督衙署内建有理事厅一座场总督衙署内建有理事厅一座，，恢宏轩敞恢宏轩敞，，为四名朝廷大员共同为四名朝廷大员共同
议理漕运议理漕运、、仓场等事之处仓场等事之处，，远近闻名远近闻名，，称为四员厅称为四员厅，，在四员厅附近在四员厅附近
的街巷遂称为四员厅胡同的街巷遂称为四员厅胡同。。

在四员厅共议漕运在四员厅共议漕运的大员中的大员中，，都察院所遣的巡仓御史扮演都察院所遣的巡仓御史扮演
着特殊的角色着特殊的角色。。清初继续沿用明朝的审计体制清初继续沿用明朝的审计体制，，分设都察院与分设都察院与
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前者侧重于地方和军队的监察审计事宜前者侧重于地方和军队的监察审计事宜，，后者侧后者侧
重于中央机关的监察重于中央机关的监察、、审计和纳谏事宜审计和纳谏事宜。。雍正元年雍正元年((17231723年年))，，
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审计大权一统于都察院审计大权一统于都察院，，使都察院使都察院
在机构在机构、、地位和权威等方面地位和权威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加强都比以前有所加强，，其主要职责其主要职责
是是““纠察百僚纠察百僚，，纲维庶政纲维庶政””。。都察院下设都察院下设 1515个监察御史个监察御史，，以及巡以及巡
仓御史仓御史、、巡漕御史巡漕御史、、巡盐御史等职官巡盐御史等职官。。其中其中，，1515个监察御史分个监察御史分
别负责管辖内的审计监察事务别负责管辖内的审计监察事务，，又分领对内阁又分领对内阁、、六部六部、、诸院诸院、、
寺寺、、府的审计监府的审计监察事务察事务。。巡仓御史巡仓御史、、巡漕御史巡漕御史、、巡盐御史等各巡盐御史等各
自负责某一特定的审计监察事项自负责某一特定的审计监察事项。。

通州漕运机构众多

京杭大运河全长约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7971797公里公里，，如此漫长的内河水运线如此漫长的内河水运线，，没有专门的部没有专门的部
门来督管水利与漕运事务门来督管水利与漕运事务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明清两朝就设置了统管全国漕运事务明清两朝就设置了统管全国漕运事务
的高级官员的高级官员———漕运总督—漕运总督，，此官职始设于明景泰二年此官职始设于明景泰二年（（14511451年年），），驻节于南直驻节于南直
隶淮安府城隶淮安府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全称为全称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
阳等处兼管河道阳等处兼管河道””，，不仅管理跨数省的运河沿线不仅管理跨数省的运河沿线，，而且还管理地方行政事务而且还管理地方行政事务。。
漕运总督在明代和清初兼庐凤巡抚漕运总督在明代和清初兼庐凤巡抚，，管理凤阳府管理凤阳府、、淮安府淮安府、、扬州府扬州府、、庐州府以庐州府以
及徐州及徐州、、和州和州、、滁州滁州；；自自18601860年年（（咸丰十年咸丰十年））起起，，漕运总督还节制江苏长江以北漕运总督还节制江苏长江以北
诸镇诸镇、、诸道诸道，，而各省的督粮道都隶属于而各省的督粮道都隶属于漕运总督漕运总督，，可谓位高权重可谓位高权重。。

由于漕运总督一职非常重要由于漕运总督一职非常重要，，明清两代多选能干官员担任明清两代多选能干官员担任。。明代名臣明代名臣
陈瑄陈瑄、、李肱李肱、、李三才李三才、、史可法均担任过此职史可法均担任过此职；；清代施世纶清代施世纶、、琦善琦善、、穆彰阿穆彰阿、、思思
铭铭、、杨殿邦等人也先后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杨殿邦等人也先后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管理不但管理
漕运漕运，，而且还兼巡抚而且还兼巡抚，，因此也称漕抚因此也称漕抚。。总督漕运部院机构庞大总督漕运部院机构庞大，，文官武将达文官武将达
270270多人多人，，下辖储仓下辖储仓、、造船厂造船厂、、卫漕兵厂等卫漕兵厂等，，共约两万多人共约两万多人。。最有名的漕运总最有名的漕运总
督是阮元督是阮元，，他是乾隆他是乾隆、、嘉庆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道光年间的名臣，，先后任礼部先后任礼部、、兵部兵部、、户部户部、、工部工部
侍郎侍郎，，山东山东、、浙江学政浙江学政，，浙江浙江、、江西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两广总
督督、、云贵总督等职云贵总督等职。。他在经史他在经史、、数学数学、、天算天算、、舆地舆地、、编纂编纂、、金石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校勘等方面都
有着较高的造诣有着较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一代文宗。。

虽然总督漕运部院位于淮安虽然总督漕运部院位于淮安，，但通州在漕运史上自有其独特地位但通州在漕运史上自有其独特地位。。沿沿
运河运到通州的漕粮运河运到通州的漕粮，，都要验粮然后转运到京通各仓都要验粮然后转运到京通各仓。。从职能上来看从职能上来看，，各各
省督粮道掌管各省收粮及押运粮食省督粮道掌管各省收粮及押运粮食，，归漕运总督管辖归漕运总督管辖，，而漕粮运到通州后而漕粮运到通州后，，
要由直属户部的坐粮厅署验收要由直属户部的坐粮厅署验收，，再转运到京通各仓收储再转运到京通各仓收储，，粮仓则由仓场总粮仓则由仓场总
督衙门管理督衙门管理。。

从官员的品级来看从官员的品级来看，，通州各漕运官员从二品的仓场总督通州各漕运官员从二品的仓场总督、、正四品的道正四品的道
台台、、正五品的正五品的坐粮厅郎中坐粮厅郎中，，到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到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正六品的主事正六品的主事、、从六品的从六品的
同知同知，，最后是九品的巡检最后是九品的巡检，，而军事都司与守备则分别属正四品与正五品而军事都司与守备则分别属正四品与正五品。。在在
明清两代明清两代，，通州作为政治与漕运城市的地理区位通州作为政治与漕运城市的地理区位、、政治环境政治环境、、交通优势没有丝交通优势没有丝
毫的改变毫的改变，，区别只在于外部威胁区别只在于外部威胁。。明代通州受蒙元残余势力等威胁明代通州受蒙元残余势力等威胁，，所以要所以要
驻重兵防护城池与驻重兵防护城池与粮仓粮仓，，因此通州驻扎有六卫因此通州驻扎有六卫。。

明代的军事体制是卫所制明代的军事体制是卫所制，，据据《《光绪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营制营制》》载载：：““明洪武二十明洪武二十
六年六年（（13931393年年），），定卫所定卫所，，其隶北平都司之在今顺天府者……有通州卫……其隶北平都司之在今顺天府者……有通州卫……””
为加强北陲防卫力量为加强北陲防卫力量，，命徐达镇守北平府命徐达镇守北平府（（今北京地区今北京地区））且于京东重镇通州且于京东重镇通州
城内驻守重兵近六千人城内驻守重兵近六千人，，称通州卫称通州卫，，直隶兵部直隶兵部。。通州卫署设于北大街南部通州卫署设于北大街南部
以东以东，，坐北朝南坐北朝南。。建文四年建文四年（（14021402年年），），燕王朱棣夺得皇位燕王朱棣夺得皇位，，为增强其根据地为增强其根据地
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将安吉卫调至通州驻防将安吉卫调至通州驻防，，仍称通州卫仍称通州卫，，袭用旧署袭用旧署。。在其决定将首在其决定将首
都自南京迁往北京之后都自南京迁往北京之后，，就将通州卫升为亲军就将通州卫升为亲军，，命勋贵镇守命勋贵镇守。。通州卫署周通州卫署周
围形成街巷围形成街巷，，名为通州卫胡同名为通州卫胡同。。不过不过，，相对于明代六卫在通州的驻扎相对于明代六卫在通州的驻扎，，清代清代
通州的军事色彩变弱通州的军事色彩变弱。。

坐粮厅堪称“小户部”

在通州的各衙门中在通州的各衙门中，，坐粮厅是个特殊的机构坐粮厅是个特殊的机构。。坐粮厅出自文献坐粮厅出自文献《《明明
史史··王国光传王国光传》，》，是明清官名是明清官名，，属户部属户部，，其创始人为明代万历初年的户部尚其创始人为明代万历初年的户部尚
书王国光书王国光，，当时王国光为了方便京城军队支取粮饷而设此衙门当时王国光为了方便京城军队支取粮饷而设此衙门。《。《明史明史··
王国光传王国光传》》称称：：““京军支粮通州者京军支粮通州者，，候伺甚艰候伺甚艰。。国光请遣部郎一人司之国光请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名
坐粮厅坐粮厅，，投牒验发投牒验发，，无过三日无过三日，，诸军便之诸军便之。。””到了清代到了清代，，坐粮厅掌验收漕粮坐粮厅掌验收漕粮，，
由通州至北京水陆转运由通州至北京水陆转运、、北运河河工及通济库出纳等事北运河河工及通济库出纳等事，，主官为满主官为满、、汉各汉各
一人一人，，由十一仓监督内补用由十一仓监督内补用，，二年一期二年一期。。

坐粮厅之名是有来历的坐粮厅之名是有来历的。。古时候古时候，，官府办公的地方官府办公的地方，，是下级官员听是下级官员听
取长官布置工作任务的地点取长官布置工作任务的地点，，所以这里就叫听事所以这里就叫听事，，后来省掉了后来省掉了““事事””字字，，直直
接把这样的场所叫接把这样的场所叫““听听””，，再后来又改叫做再后来又改叫做““厅厅””。。““坐坐””是留守的意思是留守的意思，，清代清代
徐珂在所编辑的徐珂在所编辑的《《清稗类钞清稗类钞》》中有一句话中有一句话：：““省外各府州县省外各府州县，，皆有坐省家皆有坐省家
丁丁。。””这里的这里的““坐坐””就有留守之义就有留守之义。。坐粮厅是户部主管全国土地坐粮厅是户部主管全国土地、、户籍户籍、、赋赋
税税、、财政等事务的部门财政等事务的部门，，而在通州的坐粮厅除分管漕粮外而在通州的坐粮厅除分管漕粮外，，还在通州东西还在通州东西
南北四门及杨富店南北四门及杨富店、、洪仁桥洪仁桥、、浮桥浮桥、、张家湾张家湾、、新河口新河口、、崔家楼崔家楼、、东岳庙及南东岳庙及南
北鹅房等处征税北鹅房等处征税，，并在晏公桥征收粮税并在晏公桥征收粮税。。

对于通州坐粮厅的位置对于通州坐粮厅的位置，，运河文化研究者周良在运河文化研究者周良在《《通州漕运通州漕运》》一书中一书中
介绍说介绍说，，坐粮厅应是明代于通州设皇仓时创建的坐粮厅应是明代于通州设皇仓时创建的，，具体位置在今新城内具体位置在今新城内
官园小学校及附近地方官园小学校及附近地方。。宣德年间名为忠瑞馆宣德年间名为忠瑞馆，，意思是效忠朝廷而又呈意思是效忠朝廷而又呈
现祥瑞气象的衙门现祥瑞气象的衙门，，是总督粮储太监的官署是总督粮储太监的官署。。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武宗正德年间，，正是司正是司
礼监大太监刘瑾权重朝野的时候礼监大太监刘瑾权重朝野的时候，，坐粮厅添派了近坐粮厅添派了近2020名太监名太监。。这些太监这些太监

司空分署主管工程

在通州的漕运在通州的漕运衙门中衙门中，，司空分署的地位也较为重要司空分署的地位也较为重要，，因因
为该衙门主管着修缮闸坝为该衙门主管着修缮闸坝、、培护堤岸培护堤岸、、疏浚河道等工程疏浚河道等工程。。

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通州是北京的东大门，，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即可起到即可起到
拱卫京师的作用拱卫京师的作用，，又对漕粮北运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又对漕粮北运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所所
以通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高以通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高。。北运河在通州城的东边与白北运河在通州城的东边与白
河河、、温榆河等多条河流相汇温榆河等多条河流相汇，，每年夏秋交替之际每年夏秋交替之际，，因雨量较因雨量较
大大，，河水上涨河水上涨，，洪水泛滥洪水泛滥，，常常冲决堤岸常常冲决堤岸，，导致两岸田庄淹导致两岸田庄淹
涝涝，，还使得漕运不得不停止还使得漕运不得不停止。。如如《《光绪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故事志故事志
五五··祥异祥异》》载载：：““嘉靖三十二年秋嘉靖三十二年秋，，通州淫雨通州淫雨，，运河冲决张家运河冲决张家
湾麴店湾麴店，，皇木厂大木漂流皇木厂大木漂流，，甚为民害甚为民害。。””又又：：““万历三十五年万历三十五年
闰六月闰六月，，淫雨一月淫雨一月，，平地水涌平地水涌，，通惠河堤闸莫辨通惠河堤闸莫辨。。张家湾皇张家湾皇
木厂大木尽行漂流木厂大木尽行漂流。。””因此因此，，通州地区修葺城池通州地区修葺城池、、堤岸堤岸、、闸闸
坝等大型工程颇多坝等大型工程颇多，，所以明朝就在通州旧城西偏北部所以明朝就在通州旧城西偏北部、、州州
衙之前建了个工部分署衙之前建了个工部分署。。工部起源于周代官制中的冬官工部起源于周代官制中的冬官，，
长官曾称大司空长官曾称大司空，，为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为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后来成为后来成为
各朝代的六部之一各朝代的六部之一，，长官为工部尚书长官为工部尚书。。工部分署即工部派工部分署即工部派
出机构出机构，，以郎中任之以郎中任之，，掌管通州重大工程掌管通州重大工程。。

因古代主管工因古代主管工程部门的官员曾称为司空程部门的官员曾称为司空，，所以在通州所所以在通州所
建的工部分署也就叫作司空分署建的工部分署也就叫作司空分署。。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在司空分署门在司空分署门
前形成东西向的一条街道前形成东西向的一条街道，，大家就把它称为司空分署街大家就把它称为司空分署街。。司司
空分署街位于通州区西北部空分署街位于通州区西北部，，东起北大街东起北大街，，西至西塔胡同西至西塔胡同。。

明万历三十八年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1610年年），），工部郎中陆基恕主持在此工部郎中陆基恕主持在此
街东口跨街建筑一座奎星楼街东口跨街建筑一座奎星楼，，计三层计三层，，底层为拱券通道底层为拱券通道，，顶顶
层设奉文昌像层设奉文昌像，，即天权玄明文曲星君即天权玄明文曲星君，，亦有称文昌帝君者亦有称文昌帝君者，，
是掌人是掌人间禄籍之神间禄籍之神，，因文人墨客去文庙祭孔必经北大街因文人墨客去文庙祭孔必经北大街，，或或
穿此楼通道而西再北行入庙穿此楼通道而西再北行入庙，，故而建奎星楼故而建奎星楼，，鼓励士子力学鼓励士子力学
上进上进。。因此此街又俗称奎星楼胡同因此此街又俗称奎星楼胡同。。清乾隆三十九年清乾隆三十九年
（（17441744年年））该楼起火该楼起火，，上二层尽毁而未复建上二层尽毁而未复建，，此后奎星楼胡同此后奎星楼胡同
的称呼渐渐就被大家遗忘的称呼渐渐就被大家遗忘，，而仅称为司空分署街而仅称为司空分署街。。漕运停漕运停
止后止后，，通州的司空分署也被撤销通州的司空分署也被撤销，，原址改建为县立小学校原址改建为县立小学校，，
即司空分署街小学即司空分署街小学。。

通州的漕运衙门还有很多通州的漕运衙门还有很多，，比如负责漕运官兵事务的比如负责漕运官兵事务的
漕帅府漕帅府、、设在张家湾城内的漕运厅等设在张家湾城内的漕运厅等。。除了朝廷设在通州除了朝廷设在通州
的漕运衙门外的漕运衙门外，，通州还有不少各省的办事处通州还有不少各省的办事处。。远来的漕船远来的漕船
漕丁难免受到刁难与拖延漕丁难免受到刁难与拖延，，甚至舞弊肥私甚至舞弊肥私，，于是各省布政于是各省布政
司司或巡抚衙门或巡抚衙门，，以及粮帮盐帮组织以及粮帮盐帮组织，，纷纷在通州设立漕运总纷纷在通州设立漕运总
局或漕运会馆局或漕运会馆，，负责交纳漕粮负责交纳漕粮、、钻营打点使银子钻营打点使银子，，并处理漕并处理漕
粮潮湿及缺欠等问题粮潮湿及缺欠等问题。。江苏漕运总局设于通州北门内贡院江苏漕运总局设于通州北门内贡院
胡同胡同，，分局设在北关小口分局设在北关小口。。浙江漕运总局设在通州北门内浙江漕运总局设在通州北门内
剪子巷剪子巷，，即安抚胡同即安抚胡同，，分局在北关砖厂分局在北关砖厂。。南方会馆名气最大南方会馆名气最大
的为江西会馆的为江西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1765年年），），知州万廷兰知州万廷兰
率江西运丁率江西运丁，，在城内罗家桥修建许真君庙在城内罗家桥修建许真君庙，，作作为处理江西漕为处理江西漕
务的会馆务的会馆，，并于道光元年并于道光元年（（18211821年年））重修重修，，更名万寿宫更名万寿宫。。

小小的通州城内小小的通州城内，，衙门如此之多衙门如此之多，，以至于从北京到通以至于从北京到通
州办事的官员络绎不绝州办事的官员络绎不绝。。明代著名文人明代著名文人、、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
兵部尚书杨士奇曾赋诗一首兵部尚书杨士奇曾赋诗一首，，名为名为《《通州通州》：》：““城依红云下城依红云下，，
门临绿水滨门临绿水滨。。宝鞍驰骏马宝鞍驰骏马，，都是帝京人都是帝京人。。””

大光楼位于大运河与通惠河交汇之处大光楼位于大运河与通惠河交汇之处，，明清坐粮厅官员在此验收漕粮明清坐粮厅官员在此验收漕粮，，因此也被叫作因此也被叫作““验粮楼验粮楼””。。

通州漕仓通州漕仓，，摄于摄于19001900年年。。西仓大门西仓大门，，摄于摄于19001900年年。。 验粮斗验粮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