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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大路朝天

【阅读提示】

河北，一直具有
“南下北上”“东出西
联”之利。

独特的自然资源
禀赋、交通区位，为河
北商业发展提供了天
然便利，自古至今，孕
育出重要的商道、商
帮和商品集散市场。

历史上，连通中
俄的国际商道张库大
道上，沟通南北的“黄
金水道”大运河上，都
有河北商人的身影。

声震东北的“呔
儿商”、走南闯北的武
安商帮、随时代成功
转型的高阳布商等，
是近代河北商业的重
要代表。

依托地方传统特
色产业，皮毛之都辛
集、药都安国等地，成
为闻名全国的商品加
工和集散市场。

商道、商帮和市
场，共同勾勒出河北
近现代的商业图景。

刊名题字/韩羽

商道商道：：远去的驼铃与帆影远去的驼铃与帆影

张库大道：连通欧亚的国际商道

1885 年，一本极其重要的论著在伦敦
出版。

这本书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
易可能是1792 年开始的，茶叶由陆路用骆
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
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
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

这本书就是《资本论》第二卷。书的作者
是当时已经去世的卡尔·马克思，书稿由他
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整理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张家口到
恰克图的这条贸易运销路线，就是形成于清
朝的著名国际商道——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南起张家口，途经蒙古国首
都乌兰巴托（清代名为库伦），直至俄蒙边境
的俄国城市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清代名为
恰克图，时属中国），全长1400多公里，相当
于北京到长沙的距离。

据当时资料记载，从张家口到库伦，马
队行进40天以上，牛车需要60天，春冬两季
运输主要靠骆驼，大约35天，之后渡河到恰
克图。

这样一条连接中蒙俄的国际贸易运销
线路是如何形成的？

“这条道路汉代就有，但一直以驿路、干
道的形式出现，而以商道闻名，是在明清时
期。”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者刘振瑛说。

明代隆庆五年（1571 年），明朝与蒙古
俺答汗实现和议，开展茶马互市，为这条国
际商道形成奠定了基础。

茶马互市，是蒙古人与汉人的物资交易
大会。

交易地点设在当时宣化府所辖的张家
口堡、新开堡、独石口堡等五处地点，每年夏
末秋初举办，历时半月。蒙古人带来马、牛、
羊、骆驼、皮张等畜牧产品，与汉人以货易
货，换取绸、布、茶、粮、铁锅等生活物资。

不过，茶马互市在贸易形式、持续时间
上，与清代张库大道上的贸易有很大不同。

“茶马互市主要是蒙古族人定时定点来
张家口贸易，而清代张库大道的贸易形式，
是清朝商人去往库伦、恰克图，俄罗斯商人
来到张家口，是双向往来贩运的长途贸易。
另外，茶马互市的贸易量也无法与清代相
比。”刘振瑛说。

真正推动张库大道成为国际贸易运销
线路的，是清政府对俄国实行了开放的贸易
政策。

清雍正五年（1723 年）中俄签订《恰克
图条约》，条约确定两国商人可在中俄边境
恰克图进行贸易。

“张库大道如果只停留在张家口到库伦
之间，就只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国内商
道。而向北延伸到恰克图，才是它正式成为
国际商道的关键。”刘振瑛说。

1728 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图进行了首
次换货贸易，张库大道正式延伸到恰克图，

成为一条国际商道。
自此，张库大道上中俄贸易的繁荣持续

了一百余年，也让张家口成为京津冀一带对
恰克图贸易的物资集散地和储运基地。

1892年12月5日，张家口元宝山。
来自俄国的旅行作家阿·马·波兹德涅

耶夫从恰克图出发，经过库伦，在这一天到
达了张家口。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初到张家
口的所见所闻：

“在一个初来的旅行者看来，现代的张
家口……至少要从城墙以外一俄里半的地
方算起。在元宝山谷地的崖坡上鳞次栉比地
排列着货品充盈的店铺，它们的老板主要是
和到张家口来的蒙古人做买卖的北京商人
和老西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国人的住
宅以及他们的茶叶堆栈也都集中在这里。”

这段见闻，最终收入了波兹德涅耶夫的
《蒙古与蒙古人》一书中。

俄国商人可在张家口建行栈，是在清光
绪七年（1881 年）获准的。在此之前的清同
治二年（1863 年），清政府允许俄国商人直
接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中俄之间由定点贸
易转为贩运贸易。

这样的贸易开放政策，让许多俄国商人
赚得盆满钵盈。

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感慨；“俄国人往
来于张家口已有二百多年，俄国公司在这个
城市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三十多年，有几十个
人就是在张家口赚了几十万卢布，现在作为
百万富翁而离开了这里。”

为什么政策一旦放开，张库大道就迸发
出巨大的商业活力？

这与张家口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
“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蒙古

高原的结合部，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
汇处。从汉代的宁城互市、辽代的坝上榷场，
到明代的茶马互市，张家口历来都是长城内
外各民族互市的地带。清代，蒙古被纳入中
国版图，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
的阻隔，张家口南北的贸易需求被充分释
放。”刘振瑛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清代的政治经济政
策，让张家口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
的繁华商业城市，成为“华北第二商埠”。

而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
的，无疑是商人和商品。

究竟是哪里的商人在这条商道上做生
意，都贩运什么物资？

2021 年 8 月 20 日，张家口博物馆，“万
里茶道”展厅。

展品中有一份签订于嘉庆二十年（1815
年）的盟约。

订盟人是三位商人——来自山西汾阳
县22岁的郭清华、山西孝义县19岁的孙咸
宁和河北张家口18岁的高鹤。

三人在盟书中约定：“今我等三人同在
此城贸易……若是协力，同重于义气，亦能
与古人并肩，今择桃园花开之吉日，而祝曰：

‘今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俱要效古人之
风，不可半途而废，久后若有三心二意、口是
心非、利己损盟者，天厌之，天厌之。’”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这个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商人“桃园三结
义”的故事，正是在张库大道经商的众多商人
齐心协力、互利共赢的缩影。

山西商人，组成了张库大道上资本实力最
雄厚、最活跃的商帮，他们一般以整批大宗货
物的批发贸易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
的“京帮”，联手经营的束鹿（今辛集市）、深州、
饶阳、南宫等地商人组成的“直隶帮”，小本经
营的蔚县、阳原、怀安、万全、涿鹿商人组成的

“本地帮”。
除了国内商人，外商也汇聚张家口。
清末民国初年，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总

数达到了44家，如英国“德隆”“仁记”“商业”
“平和”，德国“礼和”“地亚士”，美国“茂盛”“德
泰”，日本“三井”“三菱”，还有法、俄、荷兰等国
的商行。

清代到民国初年，张库大道贸易日益繁
荣，这从张家口商户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

清初张家口商户只有约80家，道光年间
（1821年—1850年）260家，同治年间（1862年—
1875年）1027家，而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时期，有
1500多家，经商人数达3.5万人，占当时张家口
总人口的一半，最高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张库大道的商帮不但人员构成多元，贩运
的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大小商帮用从内地购来的绸缎、米面、茶
叶、瓷器、马鞍、铜铁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换
回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
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
毛毡、天鹅绒等。”刘振瑛说。

20 世纪初，张库大道百余年的繁荣戛然
而止。

1905 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与中
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接轨，依靠骆驼牛马的传统
运输方式，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铁路取代。
1929 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上的
贸易被迫全部停止。

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让曾辉煌繁荣
的张库大道走入了历史。

大运河：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2021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泊头市。
在胜利桥南约200米的大运河河道内，几

名施工人员正冒着严寒，将一根根木桩打入淤
泥之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河道施工现场，而是一场
争分夺秒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十几天前，
清淤施工队在这里挖出几块巨大木板，经文物
部门判定是沉船遗骸。

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先在沉船周围打一圈
木桩，围绕沉船插入木板，在船底部插入钢板，
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移入室内细致清理。

一艘长16.5米的明代商船随着清理一点
点露出，随船出土的还有酱釉罐、龙泉窑青瓷
罐、黑釉灯盏、定窑白釉碗等10余件完整瓷器
和部分碎瓷片。

“船上既有产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又有
产自河北定窑的瓷器，这是当时中国大运河货
运南北的缩影。”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
责人郑志利说。

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总长
3200公里，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很长一段
历史时期，它是连通中国南北最重要的商道。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多公里，约占中
国大运河全长的六分之一。

这530多公里的河道，不是同时建成，建

造时间从东汉204年的人工运河“白沟”开始，
到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止，前后历
经1000多年。

1293 年，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截弯取直”
的重要改道。

改道前是隋唐时期修建的隋唐大运河，从
余杭（今杭州）经洛阳北上至涿郡（今北京西
南），洛阳以北段称永济渠；改道后，运河不再
经过河南，而是从山东开凿新河道，直接连通
北京，称京杭大运河。

表面看，大运河河北段线路变动不大，只
是微调：邢台临西至天津的永济渠，依然是后
来京杭大运河的主线。临西上游的永济渠，虽
变身为京杭大运河支流，但仍是冀南通往京津
的水上要道。

然而，这次“微调”对河北意义重大。它直
接提升了河北段大运河的商业地位——因为
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从北部边
塞重镇变为国都。

元代定都北京后，河北成为畿辅。京杭大
运河河北段成为这条沟通南北“黄金水道”的
重要河段。

2021年10月9日，沧州东光，谢家坝。
站在运河河道内，长218米、高5米、厚3.6

米的谢家坝，给人一股坚不可摧的雄伟气势。
距离谢家坝不远处，是新建成开馆的谢家

坝水工智慧博物馆。馆中一张谢家坝坝体剖面
图，清晰展示了大坝的内部构造。

谢家坝，也被称为糯米大坝，它的坝体是
由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夯土下面是毛
石垫层，毛石垫层下面的地基要打入柏木桩，
使大坝牢牢抓住大地。

谢家坝一带，地处运河急弯险段，水流湍
急，历史上曾多次决口，但自从清末修筑谢家
坝后，这一河段再也没有出现决堤。

事实上，在大运河修建的漫长岁月中，新
修或加固大坝、修建水闸或泄洪的减河、清理河
道淤泥，日常的运河维护工作从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
力、财力疏通维修河道，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呢？

最重要的，是一笔经济账——在古代水运
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运输。

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写
道：“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
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
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
之费也。”

粮食从苏州一带运至天津张家湾的运河
水路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
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

水运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水运不仅运量大、成本低，受气候影响也

更小。古代没有柏油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
泞，车马难行，而恶劣天气对水运影响较小。

其实，在南北运输中，除了陆路运输和运
河外，海运也是一种选择。

元朝定都北京后，实行的就是“海河并行，
海运为主”的方略。

但海运受季风和洋流影响很大，南方船只
只能在春夏季节北上，然后在秋冬季节南下。
虽然运输速度很快，但受季风影响，通航时间
只有半年多。而且，由于气象预报系统不完善，
海运的风险要大于运河，一旦遇上恶劣天气，
便有船毁人亡的风险。

因此，权衡海运和运河航运的利弊，加之
明代采取封关禁海政策，运河航运彻底取代海
运成为中国南北水运大动脉。

（下转第十版）

张家口大境门长张家口大境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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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资料片河北日报资料片
张库大道线路示张库大道线路示

意图意图。。
张库大道历史博张库大道历史博

物馆供图物馆供图

中国大运河线路示意图中国大运河线路示意图。。
河北日报资料片河北日报资料片

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绿意盎然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河北日报资料河北日报资料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