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
ZHUANTIBAODAO 敕勒川文化

10

发土默川，使这一带汉民迅速增加到十万

余众。在频繁的贸易活动中造就了一批

“边商”，明末清初称之为“旅蒙商”。

清朝从康熙至乾隆年间，“边禁”

逐渐放宽，在长城沿线设立杀虎口、张家

口、古北口、独石口、喜峰口五路驿站， 

旅蒙商的行走路线大致分张家口和杀虎口

两条线。张家口早期仅是骡马买卖市场，

后逐步拓展为各类物资的交易场所，立

“大境门”牌，成为长城关口的商贸重

镇。如果说张家口为“东口”，杀虎口便

是“西口”。

杀虎口，位于山西右玉县，自古以

来为中原地区与北部边疆游牧民族之间进

行经济联系的交通要冲。康熙年间，旅蒙

商在杀虎口开办“吉盛堂”小商号，后发

展成为称雄塞外的巨商“大盛魁”。大盛

魁经营历史长达200余年，资本超过2000

万两白银，设有分庄小号20家，从业人员

约5000多人。经营牲畜、皮毛、药材、茶

庄、绸缎庄、钱庄、票号。大盛魁的驼队

走出塞外，通向蒙古与俄罗斯。是旅蒙商

打通了长城上禁闭的关口，为后来大批的

走西口民众找到了通道。

自清至民国，我国有三次移民高

潮。一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居民“下

南洋”，二是冀、鲁、豫一带居民“闯关

东”，三是晋、陕、冀一带居民“走西

口”。“走西口”即过长城出口外，来到

塞外阴山两麓、黄河两岸的敕勒川地区。

最初以农民为主体，逐步增加了毡匠、木

匠、铁匠、石匠、泥瓦匠、银匠、裁缝等

小手工业者及小商小贩，其中包括不少民

间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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