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陪伴了兰
州市民5年多的兰州
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
统宣告于本月24日
关闭。未来，规范有
序的共享

新闻链接

五年前，在共享单车尚未遍地开花时，以
政府主导的兰州公共自行车有效解决了市民
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本报讯（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平丽艳）

“移动社区”强化资源整合
推进社区治理“破难”提效

甘家巷社区:
“新父母课堂”
解码“青春期”

古浪路社区：
“移动社区”
打通“最后一公里”

2月25日，兰州各中小学开学的前一天，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街道甘家巷社
区“甘味书屋·新父母课堂”也迎来2024 年度新学期的“第一堂课”，当晚7时30
分，20名家长学员

家长们也迎来新学期

兰州银行召开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部署会议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杜彤 记者 李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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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可以举出更早的事例，在《史
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的蔺相如因

“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按
照两人的官位，蔺相如比廉颇尊贵，所以在
道路上相遇应该是廉颇避让蔺相如。但实
际情况却是“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
引车避匿”。

蔺相如这一做法是为大局着想，但他
的门客却记得“贱避贵”的规则，抱怨道：

“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他们都因
为蔺相如避让了廉颇而感到羞耻。

到唐代和宋代，“贱避贵，少避长，轻
避重，去避来”这四条交通规则就已经是
普遍规则了。《大唐开元礼·杂制》就明确
规定“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
重，去避来”，和宋代“仪制令”的规定没什
么两样。在唐时还有规定：“城门入由左，
出由右”，即道路“靠右通行”，没有出现在

“仪制令”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人们潜意
识中遵守的习惯，没有特别提出的需要。

“仪制令”的内容，除了“贱避贵”外，
其他三条规定也很有深意。

“少避长”指年轻人要给老年人让路，
表示自己的尊敬；“轻避重”指负担少的人
要给负担多的人让路，避免影响道路顺
畅；“去避来”指主人应该给客人让路，客
人毕竟远道而来，主人应该发扬友爱精
神，给客人以方便。可见，“仪制令”的要
求不仅反映了礼让的必要性，还有尊老爱
幼、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从南宋12字石碑窥古代交规

古代也有交通法规，这你
知道吗？

在天水市清水县的赵充
国陵园碑林，有一块南宋时期
的“仪制令”碑，该碑是目前甘
肃省境内发现的唯一的宋代
交通法规碑。它的正文只有
简简单单十二个字，却似乎说
尽了古代交通规则的真意。

“交通”一词，最早可追溯
到《易经》，里面就有“天地交
而万物通”的说法。众所周
知，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目前
的交通规则许多都沿用了古
代社会制定的交通礼仪，这回
我们就一起去清水县，看一看
这块石碑的真容。

这块“仪制令”碑在众多高大的石碑中
显得很矮小，它高约89厘米，宽约67厘米，
厚约10厘米，碑体是白石质材，石碑上正文
十二字清晰可见：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
去避来。同类型的石碑除了咱们这一块之
外，陕西省略阳、福建松溪县、江苏盱眙、河
北邢台等地也有发现。

虽然《仪制令》碑诞生于宋代，但并不代
表其中的条文也是诞生于宋代。比如排在
第一条的“贱避贵”，其实早在秦汉年间就已
经在实行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
皇在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驰
道”。驰道非常宽，左右五十步，相当于今天

的69米。也有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发现过汉
代的道路，左右宽约50米，所以秦始皇的驰
道之宽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

重要的是，驰道只是皇帝的专属，而不
能给其他人使用——除非有皇帝的特殊命
令。到了汉代，除了皇帝，其他人也不能随
意进入驰道行驶，只能走驰道两旁。如果不
遵守命令，则“没入其车马”。

当然有了皇帝的恩准，也有例外，汉武
帝的乳母就沾了这样的光。《史记·滑稽列
传》中说汉武帝非常孝顺自己的乳母，对她
的话是“乳母所言，未尝不听”，他就曾破例
让这位老人家“乘车行驰道中”。

“仪制令”我省发现唯一宋代交规石碑

皇帝的乳母可以走，但贵为皇位继承
人的太子未必敢走，《汉书·成帝纪》记载了
汉成帝的一件轶事：

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
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
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
说，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汉成帝做太子时，虽然有急诏，但仍然
不敢走驰道。不过，也正因为遵守这条规
则，他才得到了信任。

而在三国时期，有志于大位的曹植却没
有遵守这条规定，在大聪明杨修的怂恿下，

“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最终，曹植
虽然没被杀，但掌管司马门的公车令却因此
遭无妄之灾，被曹操杀了头。从那以后，曹
植在曹操那里的恩宠也越来越少了。

最终，看着木讷忠厚的曹丕成了魏文
帝，而才高八斗的曹植却抑郁终生。

“驰道”的这几个事例，说明秦汉时期
就有尊贵之人道路优先或者专属的原则。

在汉代，还有两首乐府诗，也可以窥见
当时“贱避贵”的规则。一首是《相逢行》，
它的前两句是：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
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另外一首是《长
安有狭斜行》，它的前两句是：长安有狭斜，
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夹毂问君家。

狭路相逢，谁先通过马路？所以就有
了“夹毂问君家”这一场面。为什么要“问
君家”？因为要看一看，到底谁更尊贵，知
道了答案，就知道谁应该在狭窄的道路上
给谁让路了。

这不就是“贱避贵”么？

“贱避贵”在驰道上的充分体现

也有所体现尊老爱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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