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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古道
马帮，就是按民间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赶马人及其骡

马队的称呼。面对险恶而随时变化的环境、生死与共特殊的
生存方式形成马帮自己严格的组织和帮规。茶叶、皮毛、布
匹是他们运输的主要商品。一般马帮一上路，就是五六十匹
骡马，有势力的大马帮要到上百匹，而且人人佩枪，个个强
壮剽悍，土匪看到他们也会远远地躲开……本期《青海视
野》就给大家讲述民国初年唐蕃古道上马帮的故事。

跟旧时那些地方军阀相比，马帮更像
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队。每次运
输上路，马锅头、赶马人和骡马们各司其
职，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地行动，该走就走，
该停就停。马帮不仅有严格的规矩，如赶
马人要绝对服从马锅头的指挥，等等，而且
十分讲信誉、守信用。这也是他们生存发
展的必需。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具备现代
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

尽管马帮是一种民间运输团体，但它
毕竟是一种商业组织，他们的运作已经是
一种商业行为。每次货物运输，他们的责
任都十分明确，而且落实到每个人的头
上。马锅头要负责全局，要完好无损地保
证货物运抵交接，到了目的地，一样一样由
商号清点验收，管的很严；赶马人负责照看
归他管理的骡马，每头骡子，每样货物，都
要负责到底。要是出了什么纰漏，做了什
么手脚，下次就没有饭碗了。只有好好做
人做事，才有人请你。所以马帮特别看重
信誉信用，真要有什么意外，哪怕自己吃亏
贴进去，也要保证客户的利益。

马帮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有赖于
传统伦理道德，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基础又
与茶马古道沿途边远山区纯朴无欺的民风
融为一体，使之得以维持。

由于并非处于法制社会，马帮的经营
几乎完全靠的是信誉和信用，马锅头从来
都是说一不二，十分干脆果断，而且说到做
到，绝无戏言。只要预先交付一点定金，他
们就会尽心尽力完成运输任务。这已成为
他们的铁律。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
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
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
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
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使人的灵
魂得到升华。历史让人感叹唏嘘，那时的
马帮精神，成为振兴和繁荣一方经济的重
要力量……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受父皇之命，带着大批
卫队、侍女、工匠、艺人和大量绸缎、典籍、医书、
粮食等嫁妆，从长安迤逦西行，经甘肃，到青海，
过日月山，经大河坝，到达黄河源头。为了保障
公主一路顺风，唐太宗命沿途官府修路架桥，造
船制筏，建筑佛堂，开辟通道。松赞干布则亲自
率领满朝官员与大队人马迎亲于柏海（即今扎陵
湖和鄂陵湖），并在此举行欢迎仪式。然后，松赞
干布与文成公主结伴而行，前往西藏完婚。

民国初期，进藏的马帮，走的就是这条唐
蕃古道，大致路线是：从陕西省西安市出发，过
咸阳，沿“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越陇山，经甘肃
天水、陇西、临至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
河，进入青海民和官亭，经古鄯、乐都、西宁、湟
源、登日月山，涉倒淌河，到恰卜恰(公主佛堂)，
然后经切吉草原、大河坝、温泉，花石峡、黄河
沿，绕扎陵湖和鄂陵湖，翻巴颜喀拉山，过玉树
清水河，西渡通天河，到结古巴塘，溯子曲河上
至杂多，沿“入藏大道”，过当曲，越唐古拉山
口、至西藏聂荣、那曲，最后到达拉萨。

民国初期，无论是本地的商家、山陕商
人；抑或藏商他们都看准了经营茶叶、皮毛、
布匹有丰厚的利润。许多商号因之有了自己的
马帮，赴云南、青海等地购茶。

茶是古代由内地传入西藏的最大的一宗
商品。据考证，从唐至清在西藏包括青海、
玉树的部分地区的市场上，销售的全是云
南、湖北一带生产的边茶。由于茶叶在藏族
人民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于是便出现了凡藏
族商者无茶不商的现象。而且有钱财和势力
的商号都组织有自己的大马帮。

在青海马帮运输经营的茶马贸易的带动
下，西北边地的经济日益发展，南来北往的
商人在运输内地茶叶的同时，不仅带来生
产、生活用品，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为重
要的是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及
思想观念。由此青海货物主要集散地湟源、
多巴、西宁得到了很大发展。

历史上，西藏最负盛名的藏商是“三
昌”，即“帮达昌”、“多昌”、“日升昌”。三
昌中尤数“帮达昌”的买卖做得最大。茶叶
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他们的马帮一上
路，就是几百匹骡马，赶马的汉子人人佩
枪，个个强壮剽悍，一路威风抖擞，土匪看
到他们也会远远地躲开。马帮在通天河交汇
的河滩上搭起帐篷，支起铜锅，熬茶做饭。
在袅袅的炊烟下，剽悍的藏族脚夫有喂牲口
的，有去河边取水的， 一片忙碌……

茶马古道马帮所经历的冒险性是人
所共知的，他们身上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
他们的冒险精神。哪怕在今天，那些职业
探险家所谓的壮举，跟当年茶马古道上的
马帮生涯相比，也会黯然失色。

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这
种冒险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意上的冒
险。马帮大多活动在现代商业社会远未成熟
的时期，法律不仅不完善，在许多地区简直
形同虚设，马帮要做的每一笔生意，都有着
极大的风险，加上政治局势的极不稳定，更
增加了这种风险。有的人固然因为马帮贸易
而兴家发财，但更多的人干了一辈子甚至几
辈子，仍然一无所有。

二是面对严峻的大自然的冒险。马帮
运行的茶马古道各条线路，自然环境都异
常危险艰苦，风霜雨雪，大山大川，毒草毒
水，野兽毒虫，瘟疫疾病，随时随地都能置
马帮于死地。绝大部分时间的野外生活，
对任何一个赶马人和马锅头都是严峻的
考验。不知有多少赶马人和马锅头就这样
弃尸荒野，死于他乡，有时甚至连收尸的

人都没有。
三是土匪强盗的威胁。当时的西北

地区，土匪强盗十分猖獗，尽管马帮都
是全副武装，但仍不时遭到土匪强盗的
袭击，死人损货的事时有发生。这种种
特殊的生存境况，决定并造就了马帮的
冒险精神。

那个年代走西藏是非常艰难和危险
的，有些小马帮被沿路的土匪劫过很多
次。有资料记载，藏客福寿子从西藏返回
湟源时，途经一山口牙壑时，盗贼横堵山
口，杀人越货，致使人财两空。此后，藏客
沈良又在旺尕秀遇难，货物亦被抢劫殆
尽。通天河、沱沱河则以水流急、河水深著
称，往返渡河骡马带货物一起冲走的情况
时有发生。同时，由于运输线长，而运力落
后，主要靠骡马、骆驼驮运，牲畜气力有
限，不能一气走完全程，只有分段轮换的
办法，才能把货物送到拉萨。湟源至西藏
行程约 6000 华里，行程近 4 个月，路途遥
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不小，但
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是很高的。

湟源于 1921 年前后有 3 家藏客首批
进藏经商。1931年以后，藏客队伍不断扩
大，先后有忠兴昌魏耀邦、富商车虎臣、东
科寺克主老爷、祁本子、谢敖哥、李育春、
马英庵、马景廷、李富成、梁弼臣、鲍发祖
兄弟、沈永孝兄弟、沈良、陈生保、李泰来、
杨发旺、吉令德、安兴海、林子平、胡生瑞
等相继进藏贸易。

不论多么漫长的路途，马帮都要一步
步走过来，上路后，每天都要起大早，路上
要生火做饭，中午和下午要上驮下驮，要
搭帐篷，晚上睡到半夜还要爬起来看看放
养在山上的骡马跑远了没有，是不是安
好。光每天的上驮下驮对赶马人来说就

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人要把十多匹骡
马所驮的几百斤货物抬上抬下，一天两
次，甚至更多次。每天不管多苦多累，首
先要服伺好骡马，一日三餐，赶马人都要
先让骡马吃好，最后才轮到打发自己。

由于马帮的各项工作完全靠赶马人
分工合作，所以每个赶马人都必须要具备
全部赶马人应该具备的本事和能耐。他
们不仅要懂四时节令、天气变化，要能辨
别方位道路，通晓各民族语言，而且要识
骡马的性情，要会各种马帮所需的技能，
诸如算帐识货，开枪打仗，支帐做饭，砍柴
生火，识别野菜野果，上驮下驮，钉掌修
掌，找草喂料，乃至医人医畜。

马帮大多数时间是在野外度过，在那
里他们举目无亲，有时候谁也帮不上谁，
哪怕同一个马帮里的人，也是一个萝卜一
个坑，生存劳作完全得靠自己，懒惰的人
根本就无法在马帮里混。马帮是一个商业
运作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
同时他们也要与别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往打
交道，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生意上的
需要，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宽容、亲和与合
作的精神。

马锅头与赶马人组成马帮，多以家
族、民族、宗教、乡邻、伙伴等关系为纽
带，因此，赶马人与马锅头之间的关系十
分融洽密切，行动容易协调，运输效率也
就比较高了。马帮与各家商号之间，也存
在着互利互助的关系。有的马锅头经过自
己的努力，积累了一定资金，然后有了自
己的商号，有了商号以后，更得力于马帮
的支持。例如，青海的大多数商家都是靠
赶马帮起家的。所以，马帮与商家就有着
很好的团结合作关系。

在马帮自身内部，由于大家结成了一
起行动的马帮，同吃一锣锅饭，同睡一顶
帐篷，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马帮
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
益，因而相互之间更是亲如一家。

遇到别的马帮的人或骡马病了，都要
全力给予帮助。碰到路断了什么的，就一
起合力去修。缺了粮食、草料什么的，也
会相互接济一下。争抢道路，争抢草场，
争抢顾客货物，只会两败俱伤，对谁都没
好处。那是常在路上的马帮最为忌讳的。

有些脚夫通晓各民族语言

马帮与商家有着马帮与商家有着
很好的合作关系很好的合作关系

马帮在交易中马帮在交易中
特别看重声誉和信用特别看重声誉和信用

能干马帮的人必须具有冒险精神能干马帮的人必须具有冒险精神

马帮人在长期实践中练就了一套特殊技能，
他们能用口哨、吆喝向骡马发布命令，行话称“马
语”。如口哨就有解闷、喂水、吃草、压惊四种，又
如吹奏无字乐曲，既协调了人畜间的合作，又让
骡马得以轻松和人亲近的感受。吆喝，亦有腔有
词，极富音乐感，如“咦一”示停；“驾一”示走；“嘘
呼一”示饮水等等，为赶马人专用语。马帮每到
一地，都有自己熟悉的店家，他们称之为“客主
家”，意思是到家了，在那里马帮的人可以将货物
与马交给主人家，放心地休息。马帮有很多自己
的“隐私”（行语），外人一般不知其意。

赶马人为解除长途疲乏，慰藉孤寂单调的
生活，都能哼唱即兴创作的赶马调。赶马调由
上下两个乐句组成，形式独特，有四个调类：行
路歌，借物抒情；盘调，以洞途地名、风光名胜、
风土人情一问一答数唱；喊路调，在独路险路
上唱，意在通知对方让路；曲调高亢粗犷；怀古
调，在住宿地演唱的叙事长歌，曲调优美。“马
语”和赶马调，是马帮文化的重要内容。

马帮人的技能马帮人的技能::
““马语马调马语马调””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民民
国国
初初
期期

各地大商号各地大商号
都有自己的马帮都有自己的马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