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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明清以来，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社会商品增多，交换之需日迫，遂使商事日兴。
其间晋省贾客以盐、铁、粮、布起始，纵橫江南，行抵塞北，财势益巨，遂至结帮。
而内行自励，外联图强，数百年间独步天下。
晋商以账局、票号布点南北，汇通天下，执举国金融牛耳，令诸多商帮仰目而视；其使南茶北运，纵
行华夏，势及俄京，钟情外贸一隅，开拓万里茶路，亦令闻者动容。
近年来，海內外专家学者多有关注，相关书文难以数计，但以票商研究居多，论之甚详，而茶贸虽为
人宗，盖因材料较少，鲜有叙及。
当年辉煌一时的万里茶路，更因在文献、方志中难觅其踪而隐没多年。
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其先人最早行商于漠北草原。
后以恰克图为基地，以茶为主开展对俄贸易，历200余年，被称为“外贸世家”。
后其家族转重文化，发展教育，文人、学者层出不穷，影响三晋，波及全国。
  自“常家庄园”旅游景点开放以后，更加引起多方关注。
本书作者常士宣、常崇娟父女为该家族十六世、十七世传人，正宗茶商后裔。
其从幼时起耳濡染诸多传说、传言，后又查阅《常氏家乘》等多种资料，对茶路、常家研究多有心得
。
但所获、所知零散无系，无从句线，更难成幅，遂使下决心对茶路旧迹作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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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在茶路，同时述及晋商前因后果，思往述来，着重于过去少有触及的路线考察，从古老的官道
、驿道、便道间，最终确定商道所在。
不论是武夷闽山、鄱阳、洞庭、唐白窄水、三鸦古道、太行羊肠、雁门黄沙、漠北驼道都做了详尽描
述，对当地人文、历史、经济、民俗等做全方位的展现。
而茶商的行踪又能自然地穿插其间，使读者对一路辛苦的茶队，有如身临其境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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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士宣，曾用笔名梅生，书画署名伍迟。
生于1942年，榆次常家第十六代传人。
青年时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写有剧本、小说等。
近年来潜心于晋商文化研究，并发表论文多篇。
现为山西省晋中学院特约研究员、常家庄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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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卷　行走山西觅常家第一章　山西、山西人山西，一个多山的内地省份，70％以上面积都
是山地，以位居太行山以西而得名。
远在旧石器时代，山西就有人类活动。
从旧石器时代的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匹河文化，至襄汾县“丁村人”文化遗址，证实了人类在山西大地
上生生不息的延续。
早在10万年前，汾河流域一带不仅有古人类繁衍生息，而且形成了早期的原始氏族，成为以汉族为主
体的中国人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旧传“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运城）”，由此可证，在原始社会
部落联盟时代，晋南一带是部落主要的活动区域。
周王朝时被封为晋地，山西简称由此得名。
三家分晋之后，属赵、韩、魏。
秦统一后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云中、代等郡，初步形成以黄土高原东部为区域的行政区划。
以后，汉为并州，唐为河东道，宋为河东路，辽属西京道，元属中书省，明置山西布政司，至清始定
名为山西省。
政区名称及域界虽数次变革，但划界却久已形成，即西南以黄河为界，向东则以太行山分割。
成为中国北方经济、政治、民风、民俗方面相对独立的地域。
中国历史是多民族文化交会而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对峙便是其中之一。
从秦时的匈奴起一直到清初，这种对峙除了少数年份能和睦相处外，多数情况下则以战争为最后的解
决方式。
山西处在北部边陲，数千年来一直是民族矛盾的前沿地带，自然成为战争多发的区域。
历史上各朝所修筑的长城，在山西境内总会找到其中一段，而雄关险隘之多也为全国之最。
战争对于交战的双方来说，胜者为王败者寇，意味着双方土地、人口、财富的占有和丧失。
对于经历战火的人民，却是遭遇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据有关专家统计，从秦初到清末，平均每30多年，山西境内便会有一场战事，尽管规模不等，破坏力
也不尽相同，但战争结束后所带来的满目疮痍却毫无二致。
然而生命并不因战乱而停息，繁衍并不因灾难而结束，战争间隙就是重建家园、重建自己生存和发展
的新的城镇、村庄的过程。
遥远的祖训和眼前的现实，使多数山西人明白，他们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乐园，只能在不断的
破坏一建设中争取相对的安适。
历史和现实孕育了山西人顽强不屈的地域性格。
山西农民，特别是山区农民，其吃苦精神是少有的。
他们在非常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以分散零星的土地获得一次次丰收，使之成为中国北方一个杂粮省份
。
即以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小米加步枪”而言，那长长的米袋里，至少有一半小米出自山西。
频发的战火，锤炼了山西人不畏艰难、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树立了威武不屈、敢于扶正匡
邪的品质。
早在1000多年以前就已遍传欧美，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悲剧”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山西。
故事讲述了为救忠良之后，8位地位悬殊、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的仁人志士，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慷
慨轻生、刚毅任侠”的选择，最终战胜邪恶。
与之同代的另一位贤士介之推，曾随年轻时的晋文公重耳长期流亡，累有功勋，但在文公登位之时却
隐身而退。
宁遭火焚而不愿出山。
足见山西人重义扶弱，不计个人得失的传统古已有之。
山西人性格中的另一特点是包容。
前已谈及，这块土地上历经无数次战争，有一部分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发生的，山西则往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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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争的前沿。
而这种以侵占掠夺为目的的争斗，却无形中改变了民族问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增进了相互了解，进
而取长补短。
这里不仅有游牧民族向农耕文明的学习和迈进，也有汉民族吸纳其他民族优点的事例。
战事频发的战国时代，统治山西的赵武灵王，在观察了胡人的军事装备之后，大胆进行了改革。
令军士卸铠甲，穿袍装，骑马射箭，使原来贫弱的赵国变成七雄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史称“胡服
骑射”。
战争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迁徙。
这种迁徙或是一方实力强大，足以造成震慑；或因某一方内部冲突、分裂，这种变数在历史上也不鲜
见。
如东汉时北方的匈奴部族便分南北二部，以后北匈奴大抵西迁，以扩大其游牧范围。
而南匈奴则依附东汉，还帮助抗击北匈奴进犯。
张捷夫《山西历史札记》中谈到：“匈奴久居塞内，长期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增多，在建
安二十一年（216年）七月，而匈奴单于呼厨泉入朝的时候，曹操把他留在邺城，而使右贤王去卑监其
国，监国仍居平阳，同时将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居并州诸郡：左部一万余落（户），居于太原故兹氏
县（今汾阳市）；右部六千余落，居于祁县；南部三千余落，居于蒲子县（今隰县）；北部四千余落
，居于新兴县（今忻州）；中部六千余落，居于大陵县（今文水）。
”这一次迁民几乎可以说是遍及全省了，粗看似属于政府之举，而客观上则反映出广大南匈奴人向农
耕文明靠拢的强烈愿望。
在山西历史上，这种自觉自愿的迁徙虽然也有，但更多的则是由战乱引发的人口变动。
东汉三国以后，中国北方进入一个混乱的时期。
随着晋政权的被迫南迁，开始了“五胡乱华”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进入山西。
由于战争掠夺的原因，汉民族和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对峙中，屠杀、压迫、掠夺是征服者的一贯暴行，
而被压迫者的反抗也不时发生。
再加上少数民族内部矛盾，政权更迭，几经辗转，最后由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成为一个相
对稳定的政权。
北魏之所以能够强盛一时，是与其统治者能审时度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关。
特别是其领袖魏孝文帝，更是这一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和统治者。
拓跋氏属于鲜卑族，是匈奴人的一支，因其国内有鲜卑山而得名。
多年来一直游牧在内外蒙古草原一带，后族力日强，趁秦王符坚南征失败，国内大乱之际，进兵取代
。
后不断平定一些小国，扩大疆土，占有从东海到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西南占有今江苏、安徽、湖北、
四川的一部分。
为了尽量弥合战争带来的民族间的仇恨，增进民族间的团结、融合，他们建都平城（今大同），并以
其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改革措施，大力提倡农耕，实行均田制度，规定凡十五
以上人丁均可获得耕地，促进了农业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推行的鲜卑汉化国策，也可算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运动由魏孝文帝推向了极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姓氏。
皇室方面身体力行，“魏人下诏，以为北人称土为拓，后为跋。
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见《资治通鉴》）。
上行下效，于是改姓几乎遍及全族。
据《魄书》所记，所改姓氏多达一百多种。
因“北人重同姓，多通谱系”（顾炎武《日知录》）。
过上几代谁也难分什么种族了。
二是提倡各族间相互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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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首先由皇帝娶汉人开始，北魏约40％的皇后是汉族女子。
王公、官吏以及民间通婚更是习以为常。
三是通用汉语。
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
北魏初定时，有些人为了攀附贵族，尝谓“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
教其鲜卑话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
但是到了后来，情况大变。
 “太和十有九年（495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
自上而下的变革，实际是顺应了一般鲜卑军民先前“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隋书·经
籍志》）的社会大趋势。
此外还有服饰的汉化。
官制、官名、制官顺序的更新，以及民俗民风的倡导，终于使鲜卑这个民族名称在历史上彻底消失。
站在历史的今天，重新审视那发生在1600年前的壮举时，除了对他们肯于承认落后，全盘地、无条件
地接受异族文化的决策而倍加钦佩时，随之产生的思索是：北魏的帝王，为什么独独选中山西来作为
他们改革的始发点，并进而推广向所有辖区呢？
“五胡乱华”所带来的破坏是严重的，鲜卑人虽政权在握，人口又大批进入山西，但同原住民比较起
来还是少数。
政府希望他们能尽快融人汉民中，这方面山西人表现出了由衷的大度。
他们虽然对那些破坏家园的入侵者的记恨未平，但对远道迁来的和自己一样的百姓，却不以异类相斥
，他们友好地接待了这批外来者。
教给他们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使其安下心来，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居民。
这种由官方推广的鲜卑汉化进程，从史书上看，在山西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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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有关晋商的研究已渐渐成为显学，著作日渐丰富。
其中不少书中谈及万里茶路，甚至引起很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但从一些文章、专著中不难看出，多数
都还以查阅资料、走访知情者为主，或从某一地点展开论述，虽不无合理推想，总因查考欠缺，难得
全貌。
作为茶商的后裔，重新沿着先人的足迹，对茫茫的万里行程作一番扎实的考察，尽可能将其真实的原
貌呈现给读者成为我们多年来的心愿。
所幸这一愿望终得实现，2005年秋，在常家庄园管理处白雷、赵继光两位经理的支持下，历时四月，
跨越几省区，行程近万里的茶路之旅终于成行。
从福建武夷山开始，行走于江西上饶、河口，渡过茫茫的鄱阳湖进入长江，在蒲圻、临湘间看到了遍
野茶山；复人资水，于山谷寻访安化古县；在汉口市求访茶商踪迹；后逆行汉水、唐白河间体验早年
船家、纤夫的艰辛。
从水陆交汇的赊店古镇拜谒当年人头攒动的山陕会馆，不论是矗立的旗杆、巍峨的拜殿，无不让人感
受到当年商肆的繁华。
由豫西山地再人太行羊肠坂，仿佛当年落在石板路上的马蹄声犹在耳边回荡，而在山西全境的走访中
，从浓浓的乡音中感受着丝丝缕缕的暖意。
不论是雁门关的凶险，还是金沙滩的浩瀚，以及山头蜿蜒不断的古长城，足以引发阵阵思古幽情；而
从张家口、多伦淖尔、归化城（呼和浩特）、包头的街肆上，几乎每一块砖石每一条古道都深深地渗
透着当年晋商的行踪；在茫茫的草原上、冷漠的砂石间，还有那流向不定的河谷中，隐约可见的是一
处处废弃的石基、破败的居民点，如今已鲜有人迹，当年却是车水马龙、驼铃阵阵⋯⋯中国历史悠长
久远，文献资料数不胜数，但是想从中寻找商人的记载却是凤毛麟角；而作为清朝第一商帮的晋商，
也只能从文字的夹缝中搜求一鳞半爪的点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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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里茶路话常家》中，作者回溯历史，多探索而不擅做认定；考商路，多事实深究而不做悍定；绘
地域风情，绝少巧词艳描；发由衷感慨而收放有度，视角独特，但不强侵客思。
儒商常家，晋商茶路，晋商经营之道，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回望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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