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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的茶马遗韵③

古道残碑，
附丽其上的历史文化记忆

1 中国茶马古道文化之乡

在陇南这片秦巴山地与岷山山
脉、黄土高原交汇过渡的大地上，

“马”与“茶”两个文化元素书写并留
下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陇南的茶
马交易市场，最早出现在北宋熙宁七
年（公元 1074 年），“是年，北宋官府
在岷县、宕昌县、武都县等地设置茶
马交易市场，进行茶马交易。”

到了明代，在西北互市贸易中，
茶叶已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明朝
廷出于政治、军事和财政等方面的需
要，推行严格的禁榷和专卖政策，先
是设置茶课司，以确保有足够的茶叶
进行互市交易；其次是置茶马司，专
事茶马贸易。

明朝的监察制度客观上对“私
茶”屡禁不止的现象有一定程度的遏
制，但同时，茶叶为商人“视为利薮，
竞相趋之”。明廷对于无视朝廷法令
的私茶活动限制得非常严厉，接连下
令严守关隘，禁止商旅私自贩鬻，规

定凡“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
迟处死”。

从残存的碑文中隐约可见“巡按
陕西监察”对之前途经此地的“茶马
贩”导致国家茶叶专卖税收严重流失
极为不悦。

有了它的指引，人们在康县境
内探查茶马古道的工作变得相对容
易。后来专家相继认定的茶马古道
遗迹，现存有窑坪桥、白马关古城、
古洞流虹桥、盘古山古道、龙凤桥、
三功桥、巩家山廊桥、羊倌岩栈道等
大量保存完好的古道文化遗存，这
些遗存有力地证明康县境内的茶马
古道是陕甘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

在阳坝镇太平村至今还存活着
一株神秘而古老的千年茶树，是谁种
下了它？康县茶马古道的存在似乎
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茶马古
道来来往往的茶马商人，有人洞悉这

儿也是生长茶树的风水宝地，而将巴
蜀之地的茶树引种到这里的呢？

《察院明文》残碑最终使得康南
的茶业种植历史变得有迹可循，并为
康县的茶文化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文
化内涵。

徽县境内的青泥古道作为古代
秦陇入蜀的必经之道，至今隐藏在徽
县水阳乡、大河店乡、嘉陵镇、虞关
乡境内的青泥岭山脉中。青泥古道
引得诗仙李白在他的《蜀道难》中为
后人留下了“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
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
坐长叹”的千古名句；诗圣杜甫也在

《水会渡》诗中对青泥古道留下了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
已久，崖倾路何难”的无限感慨。

大唐诗仙和诗圣都留下大作的
地方，气象该是何等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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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茶马古道，人们总认为这是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但鲜为人知的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主要分布地不只在大西南的
云贵川，在广袤的北方腹地，也存在一条承载千年的商贸古道。

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从四川、云南通往陕甘地区也存在着一条极其重要的茶马古道，即秦蜀茶马古道，这条古道在宋、明、清
时期承担了四川、汉中及湖南等地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及西藏茶马交易的主要任务，也是真正意义上以茶易马的茶马古道。

对陇南至今保留的茶马古道“交通遗存”的探查，我们发现陇蜀道的祁山道、陈仓道、阴平道，在秦陇与巴蜀之间，起着关键连
接作用，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行政建制或者交通要道而言，在甘肃的丝绸之路线路中均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康县茶马古道是陕甘茶马古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条古道，因为有了茶的滋润，
所以穿山越岭，绵亘千里不朽；

一条古道，因为有了马帮的故
事，所以引人入胜，世世代代相传。

这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古道，
上百年的风雨将它磨损得面目全非，
只有在青石板上被马蹄踏出的深深
足迹，仍十分倔强地存留着。

想到望关的由来，“望”字的本义
是说，站在高处，举目远眺，一个动词
和地名牵涉，自然会有故事：望关古
名又称望贼关和望子关。据《康县
志》载：“望贼关在县西一百里，道出
武都要路，为州境险隘，有官兵防
守。”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还
能看到在古关隘旧址一石山突起处，
临河曾建有六方形、高三层、瓦盖顶
炮楼一座，每层各面都有炮眼，可观
阶、成及康三路，若有匪寇意欲劫掠，
守护者可即刻进行反击，鹰鹞难越，
因而名为“望贼关”。后传宋代名将
杨文广自成州往阶州之时，关前久望
其子，但其子受伤未归队，老将嗟呀
不已，后人遂称“望子关”。

岁月流变，昔日的险关在山川的
印痕早已模糊难辨，但其分路口的作
用却日渐醒目。之前，望关乡政府所
在地是江武公路、略武公路的交会
点，南下是康县，康县以南是阳坝，阳
坝以南是陕西宁强；西去便是陇南，
武都往前走是文县，出了文县南下便
到了四川腹地。

甘陕川三省偌大的身躯，仿佛都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关口，潜藏在群山
之中的“奇经八脉”变得通行无阻。

作家马步升到康县曾说：“一个
望子关，望不尽四散飘零的陇南游
子”，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望关早已凝
结成了慈母倚楼而盼的意象。而这
个意象也与一条途经望关的故道有
关，康县因此被命名为“中国茶马古
道文化之乡”。

石猫梁就在离镇政府不远处，在
山梁上有一段直接在青石上凿出的
石阶，大约二十级，每级宽约 1 米，由
于年代久远，这段黑黝黝的台阶要仔
细看才能发现是人工开凿而成。谁
能想到，连林草都感到萧索的这条故
道上，曾经响彻嗒嗒的马蹄、叮当的
马铃、天南海北的方言……

如今这条茶马古道早已在当地
人的日常生活中沉寂，但却有很多人
在苦苦寻找、挖掘和整理附丽其上的
历史文化记忆。

故事要从 2009 年石猫梁上惊现
的半块残碑说起，当时正值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古道
旁发现了它，如获至宝。

这块残碑圆首长方形，外缘参差
不齐，轮廓受损严重，残宽 70 厘米，
高 90 厘米，厚 18 厘米，青砂石质，碑

额及碑文皆楷体阴刻，碑额从右往左
横书，碑文竖七行，其中五行字迹易
辨识，明确可辨识的共 43 字，碑额横
书的4个字，专家辨识为“察院明文”，
碑文中可以识别出“巡按陕西监察/
示知一应经商人/茶马贩通番捷路/
旧规堵塞俱许由/敢有仍前图便由/
官兵道□放者”六行字。

起初它躺在石猫梁上无人问津，
后来它被搬到县文化馆的院中保护，
现在这块碑在白云山上的茶马古道
博物馆内，成为镇馆之宝，它身上含
有什么惊天的秘密呢？

这43字，学者却解读出了古代陇
南诸如行政地理、茶马贸易、道路交
通、关隘兵防等方面十分重要的信
息，“茶马贩通番捷路”7 字则首次实
证了陇南茶马古道的存在，也使康县
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惟一发现茶马古

道碑刻的地方。
碑额中的“察院明文”有明朝官

府公文的特征，明朝都察院，简称察
院，而当时官府通常把自己的法令、
规章制度等明确的文字记载称之为

“明文”。碑文中“巡按陕西监察（御
史）”可看出今康县境内，以至于陇南
全境，在明代基本都属陕西布政司巩
昌府陇西县（包括秦州、阶州、徽州）
所辖。

碑文第二行“示知一应经商人”
指明碑文是“巡按陕西监察”对所有
途 经 此 地 做 生 意 的 人 的 一 种“ 告
示”。“告知”的受众即所谓“一应经商
人”——所有从事商品交流、商业贸
易的人。在告诫“一应经商人”的同
时，特别提到了“茶马贩”，可见这类
商人当时已经络绎于途，成为朝廷重
点关注对象。

2 石猫梁上的半块残碑

3 诗仙和诗圣都留下大作的地方

“察院明文”碑。康县太石古栈道与现代公路。石猫梁上的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