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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是中、俄、蒙“万里茶道”上的
重要节点城市，曾是联通蒙俄地区与中
原地区经济、文化的重要门户，彰显古
代内蒙古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
合作与融通。

多伦曾是旅蒙晋商云集之地，以
17世纪末“多伦会盟”为起点，成就了
“漠南商埠”的美誉。

以山西会馆等为代表的清代古建
筑群，见证了“万里茶道”的兴衰，成为
国内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多伦目前共有
12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因商而盛
重要的商业贸易集散地

多伦，全称“多伦诺尔”（蒙古语），汉语意为“七个湖
泊”，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背靠大草原，面向京津冀，
坐落在以“引滦入津”而闻名遐迩的滦河之畔，是内蒙古自
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一座草原边城（航线距离180公
里），是中蒙俄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

17世纪，一条万里茶道联结起亚欧大陆，让中国与世
界相遇，开启了商品贸易与文明互鉴的神奇之旅，沿途兴
起了200多个因茶叶而繁荣兴盛的古城古镇。

作为万里茶道进入内蒙古的第一个门户，多伦“因商
而盛”，是万里茶道上的“旅蒙商之都”，历史上曾有“南迎
中华福，北接蒙古财”之美誉。

多伦曾与张家口一样，为口北三厅之一，称多伦诺尔
宣抚理事厅。1691年，清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举行了著名的

“多伦会盟”。
“多伦会盟”后，当地修建了汇宗寺，商贸活动随之蓬

勃发展。清政府对多伦旅蒙商更加重视，并给予很多优惠
政策，直隶、山西、陕西、山东等地的商人蜂拥而至，多伦在
不到6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座典型的旅蒙商城、各种商
品云集的贸易都会。

每逢庙会，牧民驱赶着牲畜赶庙会，商人以茶等货物
换取牲畜。通过庙会经济，搭建起一个长期稳定的交易平
台，为日后万里茶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在多伦诺尔的旅蒙商人主要以晋商和直商为主，这些
商人由内地贩运大量生产和生活用品到此，茶叶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项必需品。

对于经营贸易的旅蒙商，清政府发给“龙票”，以资凭
证，“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有幸
获得“龙票”的旅蒙商们，成为清俄茶叶贸易与万里茶道上
出现的主要推动力量。

《尼布楚条约》第五条规定：“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
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
境内往来贸易。”这是中俄双方第一次
以国家名义正式承认边境贸易的
合法化，也成为万里茶道由官
方开始经营的标志。

随着多伦诺尔—张家
口、多伦诺尔—呼伦贝
尔、多伦诺尔—库伦—
恰克图、多伦诺尔—北
京等商路逐渐形成，旅
蒙商事业如日中天，京
城“聚长城”“鼎恒生”

“大利”“庆德正”等八
大商号先行入驻多伦诺
尔。随着贸易越做越
大，商人先后在多伦商业
城建起了自己的聚会场
所。

到19世纪中叶，多伦诺尔
达到了历史的全盛期，注册商号
4000余家，形成了“东西宽四里，南北
长七里，分十八甲，十八条街道”的繁华肆
集，成为万里茶道上重要的商业贸易集散地。

多伦诺尔博物馆俯瞰图。

城市是万里茶道的灵魂，也是万
里茶道文化与精神的承载。

旅蒙商对内蒙古地区民俗形成
的影响巨大，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
嫁娶、岁时节日、文化教育、农牧生
产，无不打上晋文化的烙印，与山西
的风俗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多伦“万里茶道多伦诺尔驿
站”展厅，有旅蒙商人经商用的各种
器物，如秤砣、骡马身上的铜铃铛、牛
角商号印章、商号账簿、马车用油瓶、
盛装茶叶的器具等。

多伦诺尔遗存大量清代建筑，集
楼、台、殿、阁为一体的山西会馆大戏
楼，造型雄奇，雕刻精巧，皆效仿太原
西南的晋祠建造，据考证，此种结构
的戏楼在中国仅有2座。多伦每年五
月十三开台唱戏，到六月十五多伦庙

会期间会馆内的演出活动达到高潮，
所唱剧种主要是山西邦子，即晋剧。
另外，多伦城隍庙大戏台和碧霞宫大
戏台还上演河北邦子。流传至今的
节庆唱戏活动推动了直晋鲁蒙地区
文化在多伦的融合发展，也成为多伦
群众不可或缺的娱乐形式。

2021年，第八届中蒙俄万里茶道
城市合作会议在多伦县举办，与会中
外嘉宾围绕万里茶道“国际化、年轻
态、产业融合、联合申遗”等话题展开
探讨，以期为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的发
展带来启示与帮助。

万里茶道协作体副主席、内蒙古茶
叶之路研究会会长邓九刚说，多伦是万
里茶道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此次
会议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更多人知道这
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之城。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蒙韵晋风
民族融合泽被后世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多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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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南北

在多伦县旧城区西南，至今矗立
着结构精巧、气势雄伟的古代建筑。
1745年（乾隆十年），由实力雄厚的山
西籍商人在多伦诺尔集资兴建“山西
会馆”，是当时内蒙古地区唯一的外
省会馆。会馆由四进院落组成，牌
坊、戏楼等一应俱全。

“山西会馆”是当时在多伦经商
的山西商人结社、集会、议事和娱乐
的重要场所。据会馆碑文记载，嘉
庆、道光、民国初年历次重修，有记载
的捐款山西籍客商就达千余户，足见
当时在多伦经商的山西人之多和商
业之发达。

多伦山西会馆是万里茶道外销
路段的商贸类遗存，见证了旅蒙晋商
的茶叶贸易活动。

历史上的多伦诺尔与内地的关
系渊源流长，有着不解之缘，商业贸
易的发展也让茶有了特殊的意义。

“茶叶贸易逐步兴起，其背后是晋商
逐步发现机遇，创造市场，引导消费
的过程。”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
长刘建生说。

中国商人发现并有意识地引导
这一市场消费，迅速打开了茶叶在
蒙、俄地区的销路，并借由俄国商人
之手，将茶叶运到整个欧洲。据记
载，在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当地人

日常必备的饮品，“不喝茶，不上工”，
可见茶叶受欢迎程度。

在多伦诺尔，人们习惯了以物易
物的方式，茶叶变成了当时的一般等
价物，砖茶 12片或 15片可以换一头
羊，换骆驼则需要花费更多。“茶与
奶”便于此处相遇，中原与草原地区
的交往交融更加深入。

当时，多伦诺尔的茶栈共有3家，
茶叶中数量最多的是砖茶，达 2.5 万
箱到 3 万箱之多，主要销往库伦等
地。砖茶中最数湖北咸宁赤壁市羊
楼洞的“川”字牌茶为甚，素有“洞茶
飘香万里大草原”之誉。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
道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维东认为，晋商
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大掌柜坐阵
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
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也创造了茶
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
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
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同时也
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

这些从内地引进的各种经营模
式，与当地原有的贸易方式互为补
充、取长补短，使得旅蒙晋商在多伦
诺尔创造了一段商业发展史上的奇
迹。

1.《大清会典》。
2.《清史稿》。
3.《口北三厅志》。
4.《内蒙古自治区万里茶道调查报告》李艳阳。
5.《清代盟旗制度与内蒙古五路驿站的设立——兼论草

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吕文利。
6.《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倪

玉平、崔思朋。
7.《万里茶道内蒙古段研究》康永平。
8.《多伦旅蒙商·内蒙古商业厅》。
9.《蒙古商贸制度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赵海荣。

◆内蒙古多伦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刘春明、多伦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王新鹏等对此文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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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诺尔多伦诺尔：：

万里茶道上的万里茶道上的““旅蒙商之都旅蒙商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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