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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通信作为古代邮驿通信的
重要一环，其快捷性与保密性一直
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传信牌是宋
真宗时传送军事命令和通信联系的
一种方法。牌身为涂漆的木牌，长
6寸，宽2寸，背面刻有文字，然后剖
为两半，再用榫子相连。木牌上有
两个孔，里边可放笔墨、纸张。

作战时，将传信牌的一半发给
前线指挥官，另一半放在后方指挥
部门。如需传达命令，则把写好的
命令放在小孔内，系在军吏的脖子
下，前去通报；指挥官收到后，将两
个半牌拼合相符为证，回信也须照
此执行。这种方法早在周代就已
出现，其原理和姜子牙传令用阴
书、春秋战国时期调兵用虎符基本
相同。

到宋仁宗时，在传信牌的基础
上，文臣曾公亮和丁度奉皇帝之命
编写了《武经总要·字验》，是我国最
早的军事通信密码本。

该书将军队中常用的40种战
斗情况，编成40条军事短语，分别
编码。如“1请弓、2请箭……38士
卒病、40战小胜”。具体操作是，军
队将领出发前，指挥部门与其约定
以一首唐代40字五言律诗作为解
码本（该诗不得有重复文字），诗中
的每一字都对应一条军事短语；同
时将《武经总要·字验》的40个短语
顺序打乱，作为密码本。在战斗中，
前后方据此进行通信。

假设双方以《送杜少府之任蜀
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
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
巾”作为解码本。如果军队战斗时
粮食将尽，需要补充，前方将领就查
出“请粮料”的编码，假如是第9，就
将《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第9字

“五”写到普通公文书牒之中，

仅在“五”字上加盖印章，这样后方
指挥部门接到公文后，就得知了前
方的情报。唐代的五言诗不计其
数，即使敌方截获书信后也难以了
解其中内容，严刑逼供信使也无济
于事。

两宋邮驿以变革开始，却因国
势衰弱、官吏失职、铺兵衣食粮银不
按时支给、递铺严重缺额等问题，最
终走上了没落的道路。下期《风雅
周南》栏目将为您介绍元代邮驿制
度及相关内容。

两宋时期邮驿
竟用唐诗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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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随着政治、经济重心转移，
开封成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隋唐时期洛阳及附近地区发达的
驿站和馆驿，在经历唐末农民起义及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后，已不复昔
日繁荣；北宋期间虽对洛阳及一些驿
馆、驿路进行了复建，但金元之乱又给
元气尚未恢复的洛阳以沉重打击。

宋初，赵匡胤按照后周旧制，以
汴梁为首都，称为东京开封府，洛阳
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时，升宋州为
应天府，称南京；宋仁宗时，建大名
府，称北京。在“四京”中，东京是全
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交通
和通信的总枢纽。通往各方的路线，
大多以开封为中心向外辐射。

北宋驿路以开封为中心，主要有
西、北、东、南四条主干道，其中西路
和北路最为重要。西路为从开封至
洛阳、西安的驿路，以及入川的陈仓
道；北路自开封向东北行，可至大名
府及真定府、燕山府，向西北行可至
太原府；南宋时期，北方驿路已不在
统治范围内，南方驿路及漕运得到
极大的发展。南宋驿路和漕运中心
以平江府（江苏）为中心，两浙、两广、
荆湖、福建各地货物都集散与此。

北宋时，统治者虽然在洛阳建设
了宫城、皇城及部分城坊，但受之前战
乱影响，城内原本的都市繁华已难以
复兴，宽阔的街道也不复存在。虽然
在城市规划发展上缺乏建树，但洛阳
在园林景观发展上迎来了繁盛。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记叙
了洛阳19处园林景观，足以展现宋
代园林的整体风貌。洛阳园林得以
繁盛，既得益于“洛阳地脉花最宜”的
水土气候条件，也得益于隋唐时期打
下的基础，以及北宋许多重要官僚在
此安家的政治因素。

宋代虽盛行养菊，但洛阳牡丹仍
深受贵族和百姓喜爱。《中国古代邮
驿史》记载，当时洛阳和开封之间的
驿路长四百二十里，每逢花期“洛阳
至京六驿……差府校，乘驿马昼夜驰
至京师，进贡牡丹”。

古人认为馆驿建设的好坏，反
映了地方行政的兴衰，《风雅周南》栏
目此前曾为您介绍了唐代洛阳都亭
驿和临都驿的繁盛（详见本报11月3
日B04版）。宋代也是如此，一方面
以整洁的环境、宽敞的屋舍、华丽的
设备，博过往人员的赞誉；另一方面
又以驿亭、桥道的整齐划一，标榜地
方吏治的昌明，因此宋代在馆驿修建
上挥霍奢侈、争奇斗胜，非常考究。

宋初，赵匡胤下令让没有馆驿
的州县“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
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官员
出差的时候，所有的饮食起居都是
由朝廷开设的公使库免费提供；至
宣和年间，已经发展成了“州府县
镇驿舍、亭、铺相望于道，以待宾
客”。比较偏僻的地方，则让附近

庙宇辟出一部分房舍，“命僧主之，
以待过客”。

宋代周边形势复杂，北有契丹、
金，后又有蒙元；西北有西夏、回鹘；
东北有高丽；西南有大理、吐蕃诸
部。彼此之间，或战或和，使节交往
频繁，另和海外诸国及周边少数民
族或朝贡、经商来往甚密。因此，宋
代政府在都城及附近和地方州县设
立了很多专门接待外使的馆驿。

例如，北宋和南宋的统治者均
仿照唐代洛阳，在开封、临安及附近
设都亭驿，功能相当于国家迎宾馆，
用于接待各国使臣。当时设于都城
及其附近的外事馆驿主要有：都亭
驿、怀信驿、怀远驿、来远驿、同文
馆、班荆馆、瞻云馆、礼宾院、仁和
馆；设于地方的外事馆驿有：乐宾

馆、乐宾亭、通津驿、至德驿、清沇
驿、行庆馆等。

北宋时，汴梁封丘门外东边的
班荆馆（唐代上元驿），一度改名都
亭驿用以迎饯辽国使臣，后又复称
班荆馆；怀信驿也曾改称都亭驿，用
于宴请契丹使臣；来远驿负责接待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使者；怀远驿负
责接待交州、龟兹大石、甘沙、宗哥
等国的使者。

南宋时，首都临安设有都亭驿、
樟亭驿、仁和馆、怀远驿等外事馆
驿。以上各馆驿，主要是接待使臣
或举行国宴的地方，并非一般的交
通与通信组织。宋代洪适在《都亭
驿记》中说：“驿之设，所以安远人，
节劳臣，息皇华外使之所也。”可见，
两宋时期都亭驿的功能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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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至开封设6个驿站，
“昼夜驰至京师,进贡牡丹”

北宋、南宋均仿唐制，建都亭驿接待外使

中国最早的军事通信密码本《武经总要·字验》源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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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网络图片）书中刊登宋元时期的传令牌（记者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