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西北商人 / 周智生 , 李灿松著 . -- 昆明 : 云南
人民出版社 , 2013.4
（百年滇商）
ISBN 978-7-222-09634-9

Ⅰ . ①滇… Ⅱ . ①周… ②李… Ⅲ . ①商业史－云南
省 Ⅳ . ①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528 号

责任编辑：尹   杰   王曦云 
装帧设计：钏祚伟   李   蕾
责任校对：骆   虢   胡本常
责任印制：陆卫华

书  名       滇西北商人

作  者       周智生   李灿松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x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2.8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634-9

定  价       48.00元



本书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山地族群社会共生系统形成机理

研究”（4116102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云南多民族

经济共生关系发展研究”（NECT-10-0974） 支持研究成果之一。

云南省商务厅

百年滇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熊清华   

编  委  杜  勇  李极明  王开良  杨  慧    

        朱晓阳  赵  平  王建伟  孙  燕       

        朱  非  杜俊军  马永福  周学文 

        林超民（特聘）  木霁弘（特聘）

摄  影  周智生  李灿松  木霁弘  李  维      

        李德佑  方震东  杨海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滇
西
北
商
人

通道上，而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在自然资源及产品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由

于地利之便，云南的商人与印度、与越南、与缅甸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

时间要远远早于中原地区，这些商贸往来不仅带来了物资的流动，也带来

了文化的交流，这个视角聚焦之下的云南代表的则是开放与前沿。回顾

1840—1940 年间云南商贸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探究云南所具有的这种双

重理性。

凡到过云南的人都知道，云南境内山多路险，地形错综复杂，在很长

的历史时期内，商业运输几乎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于是马

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云南特有的茶叶、盐巴、烟草、玉

石就是靠这样的形式运输出去与市场消费连接的。与平原地区相对先进的

运输形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运输形式，带来的利润也是如此，

无法选择其最大化。而另一方面，这种运输方式也成就了云南许多著名的

独特商帮，成就了云南商人吃苦耐劳、笃守信誉的优良品格。这些古道虽

然早已冷清，马帮铃声已经远去，但是沿途高山河谷打磨出来的云南商人

的宝贵精神至今犹存，尘封而不失光彩。

19 世纪末，是一个结束与开始、发展与扬弃的时代。1887 年，蒙自

开辟为云南对外开放的商埠，1889 年，蒙自海关落成并正式开关，成为

云南的第一个海关；1910 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把云南的河口、蒙自、

昆明三个通商口岸连在一起，于是，云南 80% 以上的进口物资便通过滇越

铁路在蒙自转运。另一方面，在蒙自开关后，洋纱、布匹、日用百货等进

口商品大举进入，进口大增，全省 21 个府厅中有 20 个府厅、93 个县，以

及贵州、广西、四川、湖南都从蒙自口岸进口商品以满足市场。滇越铁路

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它拉开了云南的近代

化序幕，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和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云南几千年来偏远闭塞的历史，对云南社会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述情况，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一个

渐进的演变过程。翻开明清时代的历史，我们不会忽视在社会经济出现的

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

名的有山西、徽州（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

洞庭（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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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期白族先民就已经开始在这一区域从事商贸活动，清中期以后得到长

足的发展。十九世纪末期，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云南的对外开放发展

与商业经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勃兴时期。商人、商帮大量涌现，其发

展规模空前扩大，出现了大批专门在滇西北以及深入西藏、四川、青海等

地藏区进行商事贸迁的坐商和行商。这一时期云南商帮云集，各地商人群

体茁壮发展，他们几乎成为引领整个近代云南商业贸易发展甚至社会经济

生活变迁的中坚力量，并对区域近代社会变迁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本书所阐述的“滇藏贸易”有两个基本方面的特定含义：一是关于地

理范围。“滇藏贸易”指的是云南和西藏、四川、青海等广大藏区之间数

千年持续不绝的贸易往来关系，这也是云南和中国西部川、青、藏等民族

地区间重要的跨省际经贸联系方式。二是关于贸易关系，本书所说的滇藏

贸易关系是云南与川、青、藏等藏区间双方通过商人民间自发形式实现的

商贸交流关系。

近代滇西北商人群体以下关、丽江、中甸（香格里拉）为中心，沿滇川、

滇藏印、滇缅等沿线铺开，在滇藏川等地区和内地甚至国际进行双边贸易，

其商贸活动主要将内地或国外运来的货物运送到下关后，在滇西北以及滇

川藏交接区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销售，有的直接运送到康定、昌都、拉萨，

而大部分则是由于交通阻滞、、文化分野和信息交流不畅造成经过不同民

族区域时存在着分阶段转运接力传递。从大范围的滇川藏印的整体贸易来

看几乎所有的商号经营都是“分阶段转运接力传递”，而滇西北的商人和

商帮便是这场近代滇藏“国际商贸接力赛”中的中坚力量。

历史上白族商人、纳西族商人、藏族商人是滇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主

要群体，他们的经营活动对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影响持续而深远。甚至在

某些历史时期，还成为促进这些地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成为维系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纽带。同时族际间的经济

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滇川藏等地区民族团结，客观上形

成了区域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从其整个发展历程而言，滇西北商人与商

帮的萌芽、发展、形成、兴盛与衰落均与族际经济交流与区际物资的流通

有极大的关系，而滇藏贸易是滇西北商人与商帮发展过程的主要活动舞台，

可以说没有滇藏贸易就不会有滇西北商人的产生和勃兴。因此，滇藏贸易

与滇西北商人商帮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梳理滇藏贸易的历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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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滇藏地区由于地缘邻近、族源相近等关系，各民族之间在

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不断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文化上出现相互弃短习

长的关系。其经济联系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如西藏、云南以及东南亚一些

地区，在古代同属“贝币”流行地区。西藏在历史上曾经以贝为币，至今

社会上仍保存着贝币，明代云南贝币仍广为流行，此现象表明两地间存在

着特定的经济联系。a文化上的联系可以从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体系中的相

同或相近的一些文化习俗中可以窥见一斑。考古资料证明远自新石器时代

开始，滇藏之间在文化上就出现了“显著的共同因素”。b所以，滇藏间

各民族出于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引发的经济、文化上的不断交往，可能

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开始。

第一节  滇藏贸易的发展历程

一、滇藏贸易有史记载的开端

由于地缘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滇西北地区就与西藏、川边等藏区

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西藏与印度、川

西高原、滇西北地区便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着若干民间小

道。c近代云南学者袁嘉谷先生也曾在其《卧雪堂集》卷二十二中指出：“由

蜀道通竺，非滇则藏。” 由于滇藏间交流通道很早就已开辟，所以滇藏

间各民族的贸通有无，可能在很早的历史时期便已开始了。纳西族古老的

东巴经《多格绍》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藏族聪本（生意官）马帮九兄弟，

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纳西族聚居区）。”d

商路的开辟与形成，是贸易得以产生发展的决定条件之一。历史上，

丽江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虽然由于崇山峻岭，汹涌江河的阻隔而交通条件

非常恶劣，但世代繁衍生息于横断山区、云岭丛中的各族先民，为了在这

a　 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载《西藏研究》1988 年第 4期。

b　汪宁生：《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c　罗开玉：《从考古资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联系》，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

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43 页。

d　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 页。





6

滇
西
北
商
人

形、日渐拓展的历史因素，滇藏商贸活动的发展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

背景密切相关的。

首先，唐代，南诏与吐蕃两个地方政权为扩张领域而发动战争推动了

滇藏贸易主要商道的开通，其出发点是为战争服务，主要用于军事，兼运

送占领地的进贡物品。约在公元 7 世纪 50 年代初，吐蕃势力南下向滇西

北扩张，并逐步影响和控制了今云南德钦、中甸、维西和丽江一带，后继

续南下用兵西洱河地区（今大理洱海一带），最迟于公元 664 年即唐麟德

元年，吐蕃政权已深入到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因为，该年唐王朝为加强

原本控制的西洱河地区的稳定，将姚州府升为姚州都督府。a为了巩固新

占之地，吐蕃政权徙大量藏族先民向藏东南、滇西北和川西南等地流动，

为滇藏贸易的出现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公元 779 年冬，吐蕃为实现其“取

成都为东府，工技悉送逻娑（拉萨）”b的战略目标，联合南诏兵二十余万，

兵分三路进攻成都，军队的行军过程和所需物品的运送过程也就是滇藏间

古栈道的开辟过程，形成了吐蕃与西洱河地区网状式贯穿横断山脉的古栈

道。同时，南诏政权为满足自身政治图谋而采取的军事行为客观上也推进

了此区域古栈道的发展。唐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吐蕃因争白庭，

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须万人。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

征兵以袭之，乃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吐蕃少之，

请益五千，乃许。牟寻遂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

a　赵心愚：《吐蕃入滇路线及时间考》，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 年第 4期。

b　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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