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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加強絲綢之路
經濟帶文化建設，為萬里茶路申報世界遺產打好
基礎，內蒙古文物局把萬里茶路內蒙古段的文物
考察工作，列為2015年的工作重點。目前正在開
展資料梳理和前期準備，發現一批與萬里茶路有
關的民謠等文化遺產，具有重要價值。
內蒙古文物局負責人表示，目前研究表明，
隨着萬里茶路的貿易帶來的茶葉，使草原民族
的生活得到了改變，茶葉與奶食成為北方草原
民族的傳統飲食，「寧肯三日無食，不可一日
無茶」是萬里茶道草原上的民謠。
據介紹，中國福建省武夷山是萬里茶路的起
點，茶葉經船從福建運到江西九江，換大船進
入長江，逆流經武漢到達湖北襄陽，再用駝、
馬把茶葉馱運到河南、山西和河北張家口，萬
里茶路由山西右玉縣明長城殺虎口，進入內蒙古歸化城
（今呼和浩特市）。茶商在呼和浩特、張家口把茶葉再包
裝一次，然後用駝隊裝運茶葉箱子，向北穿越內蒙古、外
蒙古間的戈壁草原，到達現在蒙古國的首都烏蘭巴托（清
代的大庫倫），由庫倫往北走到達俄羅斯的 「恰克圖」
（蒙古語，意為「有茶葉的地方」）。總之，是中國、俄
羅斯、蒙古國的商隊共同開闢和見證了萬里茶路。在歸化
城（呼和浩特）的晉商，以大盛魁商號最為有名，大盛魁
採購茶葉時，由它設在武夷山的小號直接到產地採購。
內蒙古文物工作者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等地
發現有《駝倌嘆十聲》小調，唱出了古老駝路的艱難和駝
倌們的辛酸：

拉駱駝，過陰山，肝腸痛斷；走山頭，繞圪梁，偏要夜
行。

拉駱駝，走戈壁，聲聲悲嘆；捉駱駝，上圈子，活要人
命。

拉駱駝，走沙漠，一步一嘆；進三步退兩步，烤得眼窩
生疼。

拉駱駝，步子慢，步步長嘆；誰可憐，老駝倌，九死一
生。
此外，內蒙古文物局準備對位於內蒙古包頭舊城、阿拉
善盟定遠營古城、中蒙邊境口岸二連浩特市「伊林驛站」
和錫林郭勒盟多倫諾爾古城，開展茶葉之路文物古蹟和文
物遺產調查。在呼和浩特玉泉區，有大盛魁總號的店面、
銀庫、商店、伙房等遺址。 在包頭市東河區拐子街有包
頭召，這是包頭城內唯一的蒙古族召廟。在內蒙古二連浩
特市區東北9公里處，有伊林驛站遺址，為「張庫大道」
（張家口—二連浩特—大庫倫）萬里茶路上的一個重要遺
存。當地文物旅遊部門在這裡建成伊林驛站博物館，專門
展示萬里茶路之路的歷史。在錫林郭勒盟多倫諾爾古城，
有與茶葉之路有關的山西會館、關帝廟等文物古建築。內
蒙古文物局計劃通過調查、整理、研究後，把詳細的調查
成果向社會公佈。
萬里茶路的起始時間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這一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簽訂以後的第三年，彼
得大帝就派出了第一支商隊來到了北京，這支商隊在1692
年的12月由莫斯科出發，帶隊的是荷蘭人伊泰斯，他帶
着彼得大帝的國書，170個人的隊伍，經過一年跋涉，由
西伯利亞經過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的額爾古納村，到齊齊

哈爾，然後南下到達北京拜見了康熙皇帝。
隨着萬里茶路的貿易帶來的茶葉，使草原民族的生活得

到了改變，可以說是茶葉與奶食的結合，成就了北方民族
的傳統飲食。在民間，無論是西伯利亞還是蒙古高原，無
論是遊牧民族還是漁獵民族，他們對茶葉的喜愛和依賴已
經成為習慣。俄羅斯作家哈里森在19世紀初訪問遠東與
蒙古時記錄了西伯利亞和蒙古的當地人，寧肯三日無食，
不可一日無茶，有的漁獵民族，他們早晨起來就喝茶，一
天要喝五頓茶。
中國的福建省武夷山是萬里茶路的起點，茶商主要是傳

統的晉商，還有北京、河北的商幫，他們到南方採買了茶
葉，經過加工、包裝，通過船隻經水路運到長江口岸的九
江，通過九江換大船，從福建走到江西，換大船進入長
江，逆流而上，經過武漢到達湖北襄陽，然後茶葉包裝箱
被運上碼頭。
從湖北襄陽上了岸以後，再用駝、馬、驢、騾，把茶葉

馱運到呼和浩特、張家口北方的茶葉集散地。萬里茶路由
山西右玉縣明長城殺虎口，進入內蒙古歸化城（今呼和浩
特）。
茶商在呼和浩特把茶葉再包裝一次，然後用駝隊裝運茶

葉箱子，向北穿越內蒙古、外蒙古中間的大戈壁，到達現
在蒙古國的首都烏蘭巴托（清代的大庫倫），由庫倫往北
走到達中俄邊境的口岸城市——買賣城，今俄羅斯境內和
它對應的城叫「恰克圖」（蒙古語，意為「有茶葉的地
方」），是俄羅斯、蒙古國之間的邊境城。
在歸化城（呼和浩特）的晉商，以大盛魁商號最為有

名。大盛魁是清代山西人開辦的對蒙貿易的最大商號，極
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二萬頭，活動地區包
括蒙古喀爾喀四大部、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庫倫（今烏
蘭巴托）、恰克圖、內蒙古各盟旗、新疆烏魯木齊、庫
車、伊犁和俄國西伯利亞、莫斯科等地。
大盛魁經營及出售的名牌有「三九磚茶」和「祥生
煙」，頗受蒙古草原地區民眾的歡迎。大盛魁裝磚茶的箱
子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裝36塊的，名三六茶，專銷張
家口旅蒙商。有一箱裝24塊的，名二四茶，專銷歸化、
包頭等地，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地蒙古民眾最喜喝。另
一種是每箱裝39塊的三九磚茶，大盛魁每年運往蒙古、
烏、科等地的三九磚茶約4,000餘箱，每箱值銀十二、三
両，總值達五萬銀両左右。

茶是中國人發現並種植的，更是中國
人消費最多的飲料。每個中國人一生中
都飲用過各種各樣的茶，但去茶館喝
茶，每個地方則大不一樣。在如此廣袤
的中國大地上，有的地方，茶館如同飯
館，遍地都是，喝茶就像吃飯，比如四
川。而有的地方，茶館卻寥若晨星，比
如我現在居住的湖北襄陽。
暮春季節，草長鶯飛，桃花正艷，我

與朋友來到襄陽市的郊區遊玩。走累
了，便想找個地方歇歇腳，喝喝茶，好
不容易找了家茶館，卻不開門。
想起我的故鄉——四川，那裡，幾乎

每一座縣城，街市；每一個鄉村，集
鎮，都有許多茶館。在四周樹木的點綴
中，在鳥語花香的情境裡，茶館就掩映
在婆娑搖曳的樹葉下，濃郁的茶香在茶
館裡飄蕩，溫潤的陽光淡淡地灑在人們
身上。茶館內賣報的；擦鞋的；修腳
的；按摩的；掏耳朵的；賣瓜子、花
生、豆腐腦的，穿梭往來，服務的項目
花樣之多，真讓人驚嘆不已。在四川的
茶館裡，沒有貧富貴賤，沒有匆忙與激
烈，只有生活與休閒。那是一種徹底的
放鬆，身與心達到一種靜態狀的和諧，
歲月就像流淌在茶館旁邊的河水般恬
淡、悠長、蜿蜒。在茶館裡休閒，對於
四川人來說，就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是
人人都要享有的人生樂趣。有人不無誇
張地說，四川人的人生是從茶館裡開始
的，四川人大約有半數左右是在茶館裡
過日子的。
在我去過的地方，浙江是產茶大省，

浙江的茶很有名，也上檔次，浙江人可
能也是很會喝茶的吧。但浙江的茶館卻
很少，也不那麼貧民化。我曾在杭州的
「乾隆問茶」處，也就是產龍井茶的龍

井村遊玩，口渴了，想喝杯茶，到了旁
邊的一個茶館，一問，一杯茶20元，那
還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價格，我和同
伴咬咬牙，才進去喝了那杯茶。茶館裡
的人不多，茶很香，杭州人很文化，也
很斯文，但杭州的茶館卻很清高，既不
休閒，也不大眾，更談不上海納百川，
只能是一種文化人的雅趣。
北京雖然有了老舍的不朽名著《茶

館》襯底，雖然有前門的大碗茶風行過
一段時間，但我覺得，北京人不太會喝
茶的，並且不具備去茶館喝茶的精神，
因為北京人自以為是的貴族氣太濃。陽
春白雪的茶館，京都的下里巴人消費不
起。下里巴人的茶館，陽春白雪的貴族
又不屑一顧。於是，京都陽春白雪與下
里巴人的茶館都無法發揚光大。
在我看來，上海的茶館太西洋；廣州

的茶館（他們叫茶樓，其實是吃飯）太
異化；昆明的茶館太講究，只有四川的
茶館最包羅萬象，海納百川。
在四川的茶館裡，陽春白雪與下里巴
人都在這裡相融相匯，交相輝映。你隨
意花上三五塊錢，一碗茶，便可以在茶
館休閒。那茶館裡的茶，還經得起長時
間的浸泡，你就是坐在那裡喝上一天，
茶舖的主人也是笑臉侍候，你隨時可以
大聲吆喝「茶博士」來「摻茶」。我曾
經在成都市杜甫草堂裡的茶館，眉山市
三蘇祠裡的茶館喝茶，看到那裡面的茶
館從裡到外，近千人在那裡喝茶，達官
貴人、下里巴人、三教九流、紅男綠
女，都在那裡匯集。那種情境，那種氣
勢，真是蔚為壯觀。人們嗑瓜子，吃點
心，舒筋骨，搓麻將，打長牌，談生
意，打瞌睡，看書，寫文章，那是真正
的休閒，放鬆。

也許你會說，在家裡可以
喝茶，上班可以喝茶，在辦
公室也可以喝茶，為什麼非
要在茶館裡喝茶不可呢？今
天，茶更是做成了瓶裝水，
拿在手上，隨時可以喝，為
什麼非去茶館不可呢？但我
要告訴你，茶館裡不光休
閒、熱鬧，可以喝茶，更主
要的是：在茶館裡可以感受
那種氛圍，那種文化，那種
氣場；感受到人生優美，歲
月靜好，茶香悠揚……

縱有千般不捨，萬般不願，還是要接受妳離開的事實，媽媽
（阿大）你已經離開我26日了，很想寫一封信放在你身旁陪随妳
離開塵世。寄託女儿的思念。每當想到兩個世上最愛我的人都走
了，淚腺就失控了，淚如雨下，我知道媽媽妳也對我充滿牽掛，
知妳擔心沒有人照顧我；一直沒有為你們找個女婿也是我這生對
父母唯一不孝的事，請你們原諒女兒，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
在4月4日晚我確實地感覺到妳回來睇我們了，還擁我而睡，
我沒有害怕，因為我知道媽媽是不會傷害自己的兒女，我不知妳
何時離開，也不知妳往哪裡去了，但我相信妳一定可以到天堂、
仙界，因為道教師傅告訴我，妳魂頭丈八，高到沒得再高，我再
問人那代表甚麼？他說愈高愈好，那代表媽媽妳可登仙界，不須
受苦，希望是真的，這也是我唯一的安慰！
而且我還希望妳在另一個世界見到爸爸，但願你們可以重聚，
那就太好了。因為你們這一世夫妻，真正一齊相處的時間太少
了，自香港封鎖年代你們被迫分隔異地幾十年，當媽媽回港後本
來以為你們能在香港多多補償，可惜爸爸又突然早走十多年，情
深緣淺，你們紅塵作伴一世太短了，所以我們特別希望你們可以
天堂仙界重逢。
記得當年爸爸突然心臟病發，我接報由公司趕到伊利沙伯醫院
時他已經走了，我們連道別的說話都沒有，我永遠忘不了那時，
面對生命的消失你做甚麼也無用，無助感緊緊包圍住我們母女，
我真正體會到欲哭無淚是甚麼感覺。如今媽媽妳也巧合地在伊利
沙伯醫院辭世，也算是一種緣分。我這次較幸運，可以陪媽媽度

過人生最後一夜，也是永遠忘不了妳那夜如何度過，我整夜守候
住妳餵水、按摩，醫院姑娘好心問，妳不睡一會？我搖頭，眼見
妳盡力同病魔搏鬥，用力地吸氧氣，一聲聲急促氣喘聲，嘴唇乾
枯，又不敢畀太多水你喝，我心極痛！雖然曾經希望有奇蹟出
現，想你可以回家，讓我孝順妳多些日子，給你更多更好的東
西，但還是願意放手讓妳安詳而去。聽醫生的說法，心裡也明白
能出現的機會不高，好不容易捱過一夜，妳氣喘聲慢了，還以為
藥力生效，誰知是妳累了，無論妳多堅強，畢竟是體力難支，最
終妳等到哥哥出現後就告別這塵世，完成你90年的人生。
這些日子我聽過許多安慰的話：「媽媽是高壽了，不用傷

心」，「妳媽媽好有福氣，四代同堂」。沒錯，媽媽算很有福
氣，但人是貪心的，當妳擁有80歲就想有90歲，有90歲就來想
100歲，愈長愈好。有位年輕同事廿多歲喪母，講一句很好的安
慰話：「妳可以侍候媽媽那麼長的日子很幸福了，我媽媽走時
才半百。」是的，有機會孝順父母是福氣。所以我完全想像不到
有人可以做出狠心殺自己親人的行為。
當你失去了父母，你就會明白親人的可貴，未來的日子可能你
會覺得很輕鬆，因為少了負擔，少了牽掛，但當你發現父親節、
母親節都再與你無關，你會心有戚戚然。
人來到世上就要面對生與死的問題，有生便有死，親人、朋友
一齊相處的日子也講不清有多長，請珍惜生存的每一天，珍惜孝
順父母的每一個機會，珍惜與身邊的朋友同事相處的機會，有今
生沒來世。

豆 棚 閒 話 ■蒲繼剛

去茶館喝茶

歷 史 與 空 間

來 鴻

給最愛的媽媽一封信
■阿 玲

踏青到佘山，去尋找了一回明朝抗倭僧兵
的遺跡。顧炎武的《日知錄》記載：「嘉靖
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
江，其徒三十餘人，自成部伍，持鐵棒擊殺
倭甚眾，皆戰死。」《甲乙吳淞倭變志》記
載：由月空率領的這一支部伍戰死後，「僧
兵骨，官為立石塔，瘞於佘山。」他們最後
全體戰死，是1555年的巢門之戰，因倭寇用
官軍的服色器械偽裝，突然接近砍殺而亡，
近年來也在佘山發現了一些僧兵墓的構件。
與僧兵有過接觸的鄭若曾在《江南經略》中
說：活躍於上海地區抗倭戰場上的僧兵有天
員所率「蘇州僧兵八十四名」、月空所率
「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其後不斷有僧人參
加，雖然都稱少林僧兵，其實很多人並非出
自少林。月空麾下有四位犧牲後葬於佘山靜
軒。有關靜軒，手頭僅有的線索是清初寒松
智操的《三峰靜軒》詩：「蹊分雙嶺水淙
淙，月隱東西破曉鐘」，因此，大致位置還
是可以推測的。
嘉靖時曾任御史的本地人馮恩，在《四義
僧舍利碑銘記》中記載了蘇州人徹堂、一
峰；楚人真元；杭州人了心這四位僧人戰死
的經過，而「月空其師也，居虎跑寺」。川
沙城上有岳飛詩碑，按照年代和地點相同推
測，其中這位了心和尚，很有可能就是將岳
飛手跡帶到川沙的那位了心。李紹文的《雲
間雜志》有月空與敵格殺時描寫：「賊近，
月空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棍擊碎賊
首，於是諸賊氣沮。」還有一位叫智囊的也
十分了得：「賊隊有巨人穿紅衣舞刀而來，
領兵僧月空和尚遍視諸僧，皆失色。獨一僧
名智囊，神色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
囊僧提鐵棍一築躍過紅衣倭左，隨一棍落其
一刀，賊復滾轉。又躍過紅衣倭
右，又落其一刀，倭應手斃矣」，
其他還有天池、玉田等人。僧兵的
主要武器是鐵棒，打仗時每人嘴裡
含一顆靛花丸，以靛青塗面，靛花
對傷口有消毒作用，而倭寇見青
臉，紅布蒙頭，則多疑為神兵。
原任南京中軍都督府僉事的萬

表，於1545年因病乞休歸里後常
與少林僧人往來。1553年，他散
家財，選僧兵200人，命女婿吳懋
宣統率，擊退了侵犯海鹽縣的倭
寇。同年，倭寇又「首攻太倉，次
劫上海」，提督蔡可泉通過萬表，
迎來了「僧官月空統百餘僧」。他

們與天員所率的另一支僧兵協同作戰時，決
定指揮權的辦法也簡單，月空方八人自薦與
天員一較高下。最後八人用刀向他砍去，天
員抽出殿門長閂迎面橫擊，使八人無法逼近
而勝。這一比試月空並沒有親自參與，天員
在海鹽等地征戰多時，理應做統帥，比試一
下更可以服眾。之前官軍也對萬表倚重僧兵
不服，結果萬表也是讓一位叫孤舟的武僧來
赴宴，八個官軍突然從旁躍出，持棍攻擊毫
無準備的孤舟，結果他用衣袖子一擋，一根
棍已被裹住，他奪棍反擊，八個武士應棍而
倒，從而令官軍無話可說了。
六月初六，他們在南匯打敗倭寇，「月空

率僧數騎擊之走，遂破其三艘，燔之」；十
二日戰於八團，「賊聞韓督兵臨欲南奔，僧
兵夾眾兵徹夜翼追之」，十三日他們在金山
外的嘉興白沙灣追上倭寇。月空對大家說：
你們餓着肚子日夜追趕，現在不要鬆勁，倭
寇虐殺民眾，出家人也不會倖免，大家鬚髮
「本來元氣，無忘偈戒貪生以墮落」，於是
「月空身先躍馬大呼曰殺賊，眾奮擊戈穿賊
喉，刀剸賊骼側者十餘人」，倭寇中有綠睛
大個子的「趙大王」困獸猶鬥，也被眾人砍
了十餘刀而死，其餘「傷殘枕藉死者及百
人」，但大兵乘勝追擊之際，躲在後面的殘
敵偷襲後隊，了心與他們格鬥，徹堂、一
峰、真元也來增援。遠處有村人見他們人
少，招呼他們暫避，但「四僧不顧，鬥益
急，皆死之。」人們把他們葬在了佘山。
清朝不願意讓人看到反抗異族之事，太平

天國也不樂見異端的佛寺、僧人，他人的輝
煌也往往令有些人想方設法掩蓋，以突出自
己。我想，這都是導致了僧兵墓難以尋覓的
原因，但人們心裡又怎能把他們忘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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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聽一曲曲天籟的組詩或頌歌靜聽一曲曲天籟的組詩或頌歌

悠然走向心儀已久的大自然殿堂悠然走向心儀已久的大自然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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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山景。 網上圖片

■■去茶館喝茶去茶館喝茶，，可感受到人生優美可感受到人生優美，，歲月靜好歲月靜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呼和浩特得勝街大盛魁總櫃舊址呼和浩特得勝街大盛魁總櫃舊址。。 內蒙辦傳真內蒙辦傳真

■

記
者
郭
建
麗
、
實
習
記
者
圖
們
、
通
訊
員
王
大
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