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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之路﹕歐亞商道興衰三百年>﹐鄧九剛著。(簡體字) (列治文圖書館條碼 1285 

6522) 

 

茶葉之路是一條在歐亞大陸上綿延萬里的國際商道。它始於清朝康熙年間﹐一直活

躍到 20 世紀初﹐將近三百年期間﹐中國商人與蒙古人﹑俄國人貿易﹐把原產於兩

湖的茶葉運離關外﹐經過蒙古﹐西伯利亞﹐一直到莫斯科﹐因而稱之為茶葉之路。

其實貿易的不只是茶葉﹐商人把中國的綢緞﹑布疋﹑瓷器等貨物運到俄羅斯﹐把俄

羅斯的皮貨﹑呢絨﹑鐘錶﹑工藝品等運回中國。 

 

茶葉之路的開闢﹐在時間上是比擧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晚了一千幾百年﹐然而經濟的

意義和商品的負載量﹐卻比絲路大得多。就茶葉一項每年就有數十萬担﹐甚至上百

萬担的流經茶葉之路。令人遺憾的是﹐這對中國北方﹑整個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亞

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重大推動力量的國際商道﹐已幾乎被人遺忘。 

 

作者童年自父輩聞得消失的茶葉之路﹐他花費十餘年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查閱歷

史文献﹐走訪專家學者和百餘名與茶葉之路相關人員之後﹐寫成了這部關於這國際

商道的興衰史。它的內容縱覽當時國際和中國形勢﹑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

俗民風﹑城市建設﹑外交等方面。全書分四部份來描寫茶葉之道發展的不同階段﹐

第一部是來自西方的信風﹔第二部﹕正是大河滿潮時﹔第三部﹕旅蒙商唱出的大風

歌﹔第三部﹕悲情嵗月。在開闢中俄通商路線當時﹐俄國的彼得大帝所採取的態度

與康熙大帝閉關自守的政策截然不同﹐俄商不惜向康熙行三拜九叩之大禮﹐千方百

計爭取在邊城恰克圖建立通商口岸﹐打通茶葉之路﹐為俄羅斯贏得巨大的財富。在

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之後﹐出現在恰克圖的是山西的商人﹐一般稱為晉商。他

們將中國南方盛產的茶葉用駱駝﹑馬匹運到恰克圖﹐供應俄國需求日增的茶葉市

場﹐獲得豐富的回報﹐其中最大的商號是大盛魁﹐其商務遍及內蒙各地﹐甚至達到

烏蘭巴托及海參威﹐在極盛時期有員工七千多人﹐駱駝二萬頭。當時﹐晉商壟斷的

恰克圖貿易市埸占到俄國對外貿易的 49%﹐占到中國出口貿易的 19%。一直到 19

世紀中葉﹐俄人發展黑龍江的船舶公司﹐以及西伯利亞大鐵路的開通﹐令茶葉之路

開始滑向悲情歲月。全書展現了北方草原以茶葉貿易為主商貿活動的前前後後﹐也

描繪了處於中俄邊界貫通歐亞大陸的遊牧部落的歷史經過和文化演變。作者本為茶

道商人之後裔﹐對草原茶葉之道有特殊的感情﹐以他的生花妙筆描寫遊牧地區民俗

民風﹐以及茶道商人和駝夫﹐特別深刻和生動﹐譬如通向北京運輸活羊的点羊道﹐

駝道﹐贏羊族﹐和茶道上“三條舌頭”的商人等。這是一本歷史﹑經濟﹑社會學術

書籍﹐而其文字輕鬆﹐幽默﹐也是一本消遣的好讀物。 

 

撰文﹕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