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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
展，一个个与茶道贸易相关的城镇、商号票号、驿站旅馆、
寺院庙宇都迅速兴盛繁荣起来。作为万里茶道上蒙古高
原通往中原地区和西伯利亚的转运枢纽，归化城（今呼和
浩特市）商业日渐繁荣，逐渐发展成为功能健全的商业城
镇。

归化城，蒙古语为“库库和屯”，明万历初赐名“归
化”。清代属山西省，雍正元年置归化城厅，为北方各部的

“互市”之所。一些从事对蒙、俄贸易的“旅蒙商”通过一点
一滴地打拼，渐渐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商人大多为晋
商，也有部分来自河北、北京和天津的商人，“以行商坐商
相辅而行”，成为万里茶道上对蒙俄茶叶贸易的主要推动
力量，大盛魁商号是众多商号中的翘楚。

康熙年间，山西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祁县祁城村
史家巷的史大学、祁县城内义井巷张杰抓住商机，与另外
几个当地人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
改名为“大盛魁”。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和
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全称“乌里雅苏台统部”，是清代统领
漠北诸部的军政机构。

以归化城为起点，通向漠北的商路有3条，其中流量最
大、最有名的是归化通往乌里雅苏台的通道，这条商道全
程约5320公里，总共60站段，呼和浩特的老辈人习惯把乌
里雅苏台称作“前营”，把科布多称作“后营”。如今的乌里
雅苏台是蒙古国的一座城市，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它是万
里茶道培育起来的一座城市，在万里茶道通商之前，这座
城市是不存在的。

当时，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
上3年，学会蒙古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上的蒙古
包售货。到了同治年间，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
应当地牧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
出“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颇受当地居
民欢迎。

19世纪初，大盛魁的总号迁到了归化城，除了广袤的
北方地区，大盛魁在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
省区都有了分支机构、小号和坐庄人员。其鼎盛之时，拥
有员工近万人，国内外分号82家，骆驼 2万多峰。“以茶为
媒”，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经商足迹遍及全国
以及蒙古国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及俄罗斯西伯
利亚、恰克图、莫斯科等地，雄踞塞外而傲视天下。

大盛魁资本十分雄厚，资产超过白银1亿两，声称其资
产可用50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大
盛魁商号3年分红1次，鼎盛时期，每股分红可达1万余银
两。历史上评价大盛魁是“雄踞塞外三百载，横跨欧亚九
千里”。当时还有一种赞誉为：“一个大盛魁，半座归化
城”，这就是“大盛魁”的真实写照。

旅蒙晋商书写茶路传奇

归化城外的驼队。

随着大盛魁的发展，与其商业贸
易密不可分的驼运也随着商业的展开
而逐渐发展繁荣起来。

在归化城，不仅有专职运输的驼
夫和驼队，也有集跑行商与运输于一
体的驼运组织，比如大盛魁、兴盛魁等
大的商号就有自己的驼队。到了雍正
年间，驼运己经成为旅蒙商以及西北
地区商业运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据著名的史志学家刘映元先生记
述，呼和浩特在清代某一个时期拥有
16万峰骆驼，这个数字显示的是庞大
的运力。而著名历史学家卢明辉先生
在他的著作中记载，归化城在清代某
个时期曾经拥有骆驼多达20万峰。

专营驼业运输的商号有万盛泰、昌
盛源、义和荣、元盛昌、兴盛义昌瑞、福
德堂、和盛公、福盛魁、万有堂、德厚堂、
贵元堂等。他们每个商号拥有的骆驼
多则七八百峰至数千峰，少则百余峰至
二三百峰。还有多个商号联合成立驼
业运输公会，名为集锦社。驼队由训练
有素的驼人率领，这就是颇具传奇色彩
的“驼头”。贮藏8年以上的大盛魁酒
就被称作“驼头酒”，并流传至今。

驼队跋山涉水、离乡背井、闯荡市
场。他们往返于万里茶道，奔波于大
漠之北，以“诚实守信，义利并举”的商
业精神，称雄商界，使“诚信利”成为华
商的金字招牌，铸成华商的精神之魂。

骆驼商队还有一个关键的贡献就
是各民族携手并肩，认真地经营。华

商开拓国际商道，各民族以信用为背
书，政策亲民，诚实本分。讲究契约精
神，才是做生意最好的通道。

大盛魁历任掌柜和伙计中，祁县
人最多。当年归化城有代表性的骆驼
村，汇聚着养骆驼、拉骆驼的人，在祁
县也有着闻名于世的骆驼村。在今呼
和浩特旧城的印迹里，还可以看到山
西票号支号“日昇昌”，当然，更有被称
为旅蒙商“三大号”创下的大盛魁、元
盛德、天义德。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
道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维东说，以大盛
魁为代表的中国商人为中国茶叶的国
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
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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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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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着驼道的足迹，大盛魁的分号
遍布内地各省，上万名员工将福州、
杭州、汉口等地的茶叶、丝绸和各种
商品运到归化城，再从归化城出发，
西至新疆喀什，北往蒙古国、俄罗斯、
欧洲各国开展贸易，开辟了联通亚欧
大陆的商贸之路。

大盛魁的繁荣，带动了归化城的
发展，不同的文化、生活习俗在这里
交融汇聚,加快了当地商贸经济的发
展，促进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搭建交融互鉴平台

内蒙古博物院展出的当年晋商使用过的物品。马立明 寇宁 摄

我国最早出现
的股份制企业

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
稀饭……这是大盛魁宗祠前摆放的 4样传
家宝。

大盛魁建立了完善的企业内部管理制
度，以诚信契约构建着客户数据库，同时不
忘社会责任，为当地百姓作出了贡献；实行

“一本一利”，免去客户因长期还不上欠款
而需支付的高额利息，堪称一大创举。

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副主席、内蒙古
著名作家邓九刚介绍，大盛魁传下来最关键
的“商业经”，是创建公司制、股份制、合伙制
等企业制度以及最早的跨国贸易雏形。“从3
个生意人合伙做买卖开始，就形成了股东制
雏形，后又形成了股东大会制度，可以说是我
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比国外早了200
多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大盛魁创业之初，就建立了以“人力
股”（给企业骨干入股）为基础，结合“财神
股”（公积金雏形）、“永远身股”（给3位创始
人入股）和“狗股”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在
整个商号的规章制度里，每年都会吸纳一
部分红利作为财神股里的风险金，创始人
只能获取3年一分红的顶身股，学徒会根据
能力大小分到顶身股，这也是现代企业里
的“员工股份制”。

大盛魁称雄 270年，离不开勤劳质朴、
诚实守信、创新思变的传统。当 3位创始
人相继离世时，他们开拓了外姓人继承商
号的先河。大盛魁不是姓王、史、张，而是
姓“大”。历史上，大盛魁大掌柜都是商业
奇才，山西右玉杀虎口人秦钺接管大掌柜
时，救灾牧民，给他们提供干草，为大盛魁
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作出巨
大贡献。

1.《回望驼城》《茶叶之路》，邓九刚著。
2.《呼和浩特市商业志》，1987年。
3.《归化城老街巷》，曹建成、邢野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4.《晋商兴衰史》，张正明著。
5.《绥远通志稿》六十九卷。
6.《归化城厅志》。
7.《大盛魁的跨国贸易》,杨东晓著。
8.《大盛魁传奇往事》，赵剑楠著。

◆呼和浩特市历史研究者曹建成对此文图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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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于 17世纪末，途经今中、蒙、俄
三国的万里茶道，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
主的国际商道，沿线覆盖 200多座城
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即为其中之
一。

大盛魁是晋商开办的中国清代最
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初建立于山西右玉
杀虎口，后将总部迁入归化城。大盛魁
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交通团队，
开辟了闻名中外的茶叶之路，商业版图
横跨亚欧大陆，缔造了数个中国商业史
的“创举”。

作为万里茶道上的“华商旗舰店”，
大盛魁不仅促进了中原与蒙古国、俄罗
斯的早期贸易，而且加强了中原与蒙古
国、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它的成功经
营，堪称是中蒙俄贸易的一座里程碑，
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商业贸易传
奇，也对内蒙古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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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武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呼和浩特市文旅局提供）

大盛魁商号大盛魁商号。。

大盛魁博物馆外景大盛魁博物馆外景。。

当年归化城旧城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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