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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张家湾也不止外国使节、商人、学生
的驿站这么简单，作为首都“东大门”，这里曾是与
其他地方通商的起点。此处通商不仅限于人们熟
知的向东、向南，通江达海，其商旅路线之漫长，也
包括远赴北部等地，深入欧亚板块。驼铃声声中，
南布北运、茶商云集，好似另一条“丝绸之路”“茶
马古道”。

走进张家湾镇博物馆，一块标有“骆驼店”的
展板十分醒目，上面记述了明清漕运顶峰时期，张
家湾码头的食盐等货物需要运送至三北地区，有
些运送至乌兰巴托甚至是莫斯科。受制于当时交
通条件，只能用骆驼运送，张家湾地区也形成了
一定规模的骆驼店。据考证，骆驼店大多分布
在当时张家湾的皇木码头、花板石码头、盐码头
等地。另据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
馆馆长杨家毅所著《通州大变局：1860—1949》记
载，在通州北关一带有18家骆驼店，位于牛作坊、
马厂、皇木厂、前窑、后窑等处，有天庆、乾元、德
聚、太和、三和、德丰、通顺等号，每个店都有百头
到数百头骆驼。

杨家毅考证，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
商帮，将南方的茶叶、布匹通过京杭大运河，以通

州和张家湾为中转站，运往张家口，再沿张库大
道，延伸至蒙古、俄罗斯等地。由于这条商道以山
西商人为主，所以沿线分布了不少晋商会馆。“有
学者通过研究晋商会馆，勾勒出这样一条几乎被
遗忘的古商道。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等人，
通过考察在苏州、通州、京城的山西会馆，尤其是
会馆留下的碑刻资料，得出了‘南布’（‘松江布’

‘南京布’）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京城，然后
再运抵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行销草原，再
交换至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从而完成了‘南
布北运’。”杨家毅说。

除了布匹，另一种大宗贸易商品为茶叶。明
清时期，由于南方的茶叶云集通州，在通州、张家
湾形成了专业的茶叶市场。山西茶商开办的茶庄
有“大盛川”“大德恒”“玉川”，是通州茶行中最大
的3座，连同北关的“振兴”“公祥”等一共8家。各
茶庄都设茶栈，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西北、东北
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10万箱。

道光九年（1829 年）《茶叶规程》记载茶叶抵
达、离开张家湾的规则，规定“凡货船到（张家）湾，
必许（须）系客船，方许轮帮。若止（只）有肆、伍家
货搭别船来者，则卸栈，不得报信发车。务以本船

到日，再为轮帮”。发货采用车或者骆驼运输的形
式，很显然是通过陆运，所以规定“凡发脚，勿论车
驼，俱归柜上搭派分发。如本客自雇，或各口庙雇
来之车驼，亦要归公”。

杨家毅认为，通州张家湾在这条商道上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水运和陆运中转站。据收
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

《口到库伦商货册单》记载，由于从南方通州湾来
的茶叶货物迟到，所以影响了张家口到库伦的茶
叶贸易，出现了尚有若干茶箱未到的情况。

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
末。《通州大变局：1860—1949》记载，1900年，随八
国联军侵华的法国军官毕耶尔·洛谛到达通州
后，还见到大批张家口外的骆驼。他在书中这
样记载：“我们慢慢地靠了岸。在戴着橹楼的
蜿蜒高墙的黑影下，逼着河岸，一列长长的帆
船都系着缆。岸上拥挤的情景，约略是天津大
沽的模样，只是多了成百的蹲在沙上的口外骆
驼。”可见，即使到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
通州与口外的商业贸易仍然没有断绝。从目
前的资料看，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仍可见来往
于通州与张家口之间的驼队。

运河历史上的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生机勃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不仅是首都发展的新引擎，同
时根据规划，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
唯一的先导区，以及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副中心将在服务业扩大开放和自贸试验区
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先导示范作用，未来这里也
将成为首都向国际展示的新窗口。

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由于大运河交通的便利，漕运文化兴
盛，副中心早在几百年前就是外国商人、使节前往北京的主要中
转站。明清时期，多国使节会乘船来到宁波、山东等地，然后随
着运河北上来到通州，再进京城。运河北首的通州，也就成了外
来文化的汇集地，随着商队、使团驻留，甚至还形成了外国人聚
居区。如今，依旧能在副中心找到当年的历史遗迹。

张家湾古城遗址西侧的张家湾镇立禅庵村
东南角有一块琉球国墓地遗址。这里埋葬了从
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年）至清光绪十四年
（公元 1888 年）共十余位琉球国人。其中，第一
位埋葬于此的琉球国人是琉球国副贡使杨联贵
（汉名），此外埋葬的琉球国人皆为贡使、官生、都
通官、陈情使等职务。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北京大运河文化研
究会会员任德永介绍，从明朝开始中国与琉球之
间就互派使者、商人，他们抵达中国后，乘船经
大运河北上至张家湾，再换乘舟车前往北京
城。自元代设立漕粮转运码头后，张家湾被称
为“大运河第一码头”，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
闻名天下。张家湾镇发现的琉球墓遗址说明
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运输通道，更
是国际交往的通道，促进了国际间的贸易、文
化等往来，同时也衬托出历史上运河北首在国
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琉球群岛特指太平洋与东海之间的群岛，总
面积达 3600 平方公里，由于地处东北亚与东南
亚贸易往来的中间点，所以从古至今琉球群岛的
地理位置都十分重要，素有“万国津梁”之称。

据历史记载，明清两朝琉球国地处琉球群
岛，该国与明清朝廷来往密切，不仅通商，而且
经常互派使者，甚至琉球国的国王都是明清两
朝的君主来册封的。在明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遣使臣出使琉球，当
时岛上只有山北、中山与南山等三个小国。明
太祖通过使臣分别册封了三个国家的国王，自
此它们也成了明朝的藩属国。明宣德四年（公元
1429年），岛上三国归一，明王朝册封国王，从此
琉球王国诞生了。清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
琉球王国被清王朝册封并使用清朝纪年，继续向
清朝纳贡。

早在明永乐年间，国子监即设置琉球学馆，

学生称为官生。据载，琉球官生之勤奋好学，“于
诸夷为最笃，国家待之亦为最优”。至于外国使
节则需要先抵达位于张家湾城南的馆驿胡同，顾
名思义这里曾有多个驿站，其中就包括明代永乐
年间位于通州区西集镇和合站村的和合驿，以及
位于通州城东门外的潞河驿。上述两处驿馆分
别于明万历四年（1576 年）和清康熙三十四年
（1695年）皆移至张家湾城南的馆驿胡同，成为接
待外国使节转乘的必经之所。明清之际，包括琉
球王国在内的贡使与学者，都在此上岸进京，或
乘船南下，或者驻足停歇。所以，历史上的张家
湾是中外交流的重要节点，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那么张家湾为什么会出现琉球人墓地？任
德永认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良好的地理位
置，都是琉球人墓地出现的原因。再加之古代交
通不便，从琉球国前往中国往往需要近一年的时
间，导致部分琉球国人在中途亡故，他们的遗体
就安葬在沿线。

清朝康熙皇帝对在华去世的琉球使臣极为
厚恤，曾赐病逝后葬于张家湾的琉球进贡使正议
大夫杨联贵谕祭碑文；清朝雍正年间的通州知州
黄成章，也曾在此设立保护须知碑；琉球贡使若
在京病故，清朝政府照例“给棺木红缎，遣祠祭司
官谕祭，兵部应付车马人夫，其应赏等物，仍付同
来使臣颁给”。

杨联贵是首位埋葬在琉球国墓地的琉球
人士，其官级也最高。在杨联贵之后葬在张家
湾琉球国墓地的是官生蔡宏训，他从琉球出发
到进入国子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不幸
在入学七天后就患病身亡。雍正皇帝赐银三
百两，一百两用于为蔡宏训办理丧事，另二百
两由琉球使节带回琉球，交给蔡宏训的母亲，
作为赡养扶助费。乾隆十九年（1754 年），琉球
官生郑孝德随紫金大夫蔡宏谟进京请封时，就

在张家湾为其父扫墓，其父郑国观埋葬在张家
湾琉球国墓地。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岁月的流逝，琉球国墓地
用于祭祀的建筑逐渐残破。文物部门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发现了琉球人王大业的墓碑。

王大业是归葬在琉球国墓地的最后一位琉
球国人，其墓碑目前保存在通州博物馆。据已故
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文史专家周良所撰写的《琉球
国人墓发现记》载：1992年，根据张家湾村文物爱好
者刘春的报告，在张家湾镇唐小庄村王艳海家的房
后发现有琉球国人墓地仅存的一块墓碑——王大
业墓碑。据专家考证，王大业当时的身份是陈情都
通官，出生于琉球王国的久米村，受封“亲云上”（高
级士族），为反对日本的吞并，随使沿大运河赴清朝
首都北京请求援助，力求恢复琉球王国。王大业是
近代琉球王国的复国运动成员之一，最迟于清光绪
十一年（1885年）六月之前赴京，光绪十四年（1888
年）病逝于北京，成为此处墓地中埋葬的最后一
名琉球王国的官员。

王大业墓碑为深灰色沉积岩所制，体量瘦
长，首身一体无碑座。墓碑表面磨损严重，但碑
上铭文尚清晰可见：碑额自右而左横刻楷书“琉
球国”三个大字，正中纵刻楷书“陈情都通官王公
大业墓”。其右，低一字的位置上纵刻楷书“光绪
十四年戊子”；而在其左对称的位置上，亦纵刻楷
书“十二月二五日卒”。

历史上不只是琉球国人，多个国家的外国使
节都对通州有深刻的印象。比如朝鲜使臣朴永
远在游览北运河时就曾留诗：“春晴碧玉漾新流，
来泊江南万里舟。直到梨花明月夜，弦歌多在大
光楼。”日本、暹罗、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的人进入
中国后，也多是顺着京杭大运河北上。其中，在
日本使团中，以明朝时期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
高僧策彦周良两次到访北京尤为瞩目，他将两次
到访北京的见闻合著为《入明记》。

张家湾为何会有琉球国墓地遗址

另一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本版摄影 党维婷 任德永
（部分图片由张家湾镇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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