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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

军需粮草和物资需求，清廷招募口内农

民进入敕勒川务农垦殖，户部印发“票

照”，持票耕田。

“走西口”移民的到来，带来内地

的耕作技术，也带来中原的文化，敕勒

川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原来单一的游牧

经济被亦农亦牧、农牧结合的新经济代

替了。丰富的农产品加上原来的畜牧业

产品，使得物资大大丰富，民众的收益

也大大增加。口内人的生活习俗也带动

了当地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逐水草而

居的牧民们开始定居，中原地区的房舍

代替了千百年来随走随迁的毡包帐篷。

餐桌上单一的牛羊肉、奶酪增加了五谷

杂粮的食物，粗糙的皮毛衣服加之以棉

布、绸缎面料变得漂亮多彩了。随着经

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昔日的荒原上

出现了一处处新建的村庄。

走西口冲破了长城的分割,促成了两

地的融合，促进了长城内外两个地区的

经济繁荣。

四、旅蒙商

旅蒙商，是“走西口”大军中一支

特殊的群体。隆庆和议开关互市，长城

内外双边民众都可参与以物易物的商贸

活动。这期间，晋陕冀一边出现了一些

专事与蒙民作边贸的商人，当地人称之

为“旅蒙商”。

旅蒙商200多年的兴衰在民族贸易史

上写下凝重的一页。首先，旅蒙商沟通

了内地与边疆的物资交流。旅蒙商的出

现，开展了商贸交流，满足了牧民生产

生活的需求，对牧民的生存、生产的发

展起到了桥梁作用。其次，旅蒙商的发

展加强了蒙汉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和相互了解。旅蒙商在商贸交流中学会

了蒙古语，了解了蒙古族人民的风俗习

惯和宗教信仰，同时将汉族文化也带到

草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交易

和生产中，两族人民形成了相互依存、

相互支持的互补关系，沟通了蒙汉各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