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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是此次考察之行的第一站。我们的行走路线有点特别，先径至最北端的大境
门，然后折返，一路走回市区。事后，茅老师说，这样走一下是为了亲身体验上、
下堡之间的步行距离。历史上张家口有两个城堡，北边为上堡，南边为下堡。 据《
万全县志》，明宣德四年（1429），明将张文卿沿清水河西岸、据张家口隘口七里
筑军事城堡，称“张家堡”。隆庆五年(1571)，明朝与蒙古俺答汗部达成互市协议
，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并在宣府、大同等地设立马市。宣府的马市就在张家堡北
五里处。万历四十一年（1613），明朝在互市地建新堡，取名“来远堡”。两堡南
北相对，张家堡在南，称“下堡”，来远堡在北，称“上堡”。下上两堡，也就构
成了张家口的城市基础。

《万全县志》所绘清代张家口上堡、下堡图。

大境门是连接内地与边塞的交通要道，其西侧又有小境门。关外有东、西太平山巍
然对峙，形势十分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境门内侧的就是来远堡。据记载
，堡周长二里余，城墙高三丈五尺，堡开南、北、西三门，东临清水河，在河畔筑
堤建坝。在它建成时，正值明廷与俺答汗之间实行“茶马互市”的和平时期，于是
便成为京西最大的互市之所。时人形容堡内“百货纷集”，堡外“穹庐千帐，隐隐
展展，盖一时之盛也”。

来远堡主要为互市贸易服务，交易也在堡中进行，因此又称为“市圈”。至清之中
叶，“商贾辐辏，市面繁荣，殷实商号靡集市圈”。（《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建设）现在来远堡建筑基本已不存，惟北东北、西北角，尚存若干旧城墙残垣。
站在城墙上，向南眺瞰，可见当地政府在大境门内侧正在修建明清仿古建筑与街区
，再往南，则是张家口市区新建的高层商品房。

在大境门城墙上，向南俯瞰，右侧有来远堡城墙残垣。

从上堡徒步至下堡，大约花半小时。两堡相连接的地区，原来是满洲八旗驻扎的军
营和校场，现在已划在市区范围内，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地带，所见与一般北方城市
无异，满眼都是工地，到处在盖房子。我们一进入下堡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堡（
当地读bǔ）子里”，感觉一下不一样了。堡子里，是张家口堡的俗称，也是张家口
最早的城区，初建于明宣德年间，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晚清中法战争，张佩纶
以福建马江战败，遭褫职流戍张家口的处分，据《涧于日记》的记载，他在张家口
的住所就位于堡子里（下堡）的南门。现在堡子里的街道、建筑的格局，还基本保
存了民国初期的风貌，衙署、会馆、钱庄、商行、关帝庙、文昌阁、戏台、钟鼓楼
一应俱全，多数建筑都已成了居民大杂院，虽然一律都圈在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范围内，但尚未经过大规模的改造，保留了近百年城市变迁的原汁原味。

张家口堡（下堡）南端入口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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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下堡。

戏台，远处是位于下堡中心的文昌阁。

清初沿袭明制，以沿边定点互市作为对蒙贸易的主要形式，张家口凭借其地理位置
的优势，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至18世纪中期，经清政府允
许，俄国开辟了经恰克图、库伦、张家口到北京的商队贸易路线，而当时内地商人
至恰克图者，绝大多数都是山西人。张库大道的贸易集散地，就在张家口大境门。
当时输入商品以皮毛为最大宗，最大出口品则是茶叶，由俄商直接由汉口等产区采
购、制造，经张家口转运到恰克图，或是华商贩运到张家口，再转往恰克图。张库
商道南承京津，辐射湖广，北面一直延伸至俄国恰克图，影响直达欧洲，在鸦片战
争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这条商道是中俄贸易的唯一通道，张家口也逐渐发展
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陆路商埠。

张家口是山西商人的大本营。随着贸易发展，货币流通量大增，尽管当时对蒙、对
俄贸易主要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但在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商品周转期延长、商业
经营资本不足、不同货币间汇兑困难的情况，促进了办理存款、汇款、放款业务的
各种钱庄、票号、账局的兴盛。1892年来到张家口的俄国人德兹波里耶夫，曾记述
当时的下堡除了商铺，还分布有许多钱庄： 

下堡为张家口最老而且最富庶的地区。张家口批发商人的住宅和仓库全都集中在这
里。从北到南纵贯下堡的大街叫武城街，批发商的住宅和商行就留分布在这个中心
地带。下堡的北部集中着皮革作坊和皮匠铺。……在下堡的小街上，最引人瞩目的
是各种钱庄。……据说二十年以前，许多山西人把自己的资本从内地转移到张家口
来，使这里钱庄的数量大为增加。这些新开的钱庄在张家口成为银行，他们的资本
一般在五千两到二万两之间。山西人在张家口开的老的钱庄叫“票户”，资本达到
几十万两。

最早的一家账局名“祥发永”，即乾隆元年（1735）由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
四万两开设的。我们在下堡找到了祥发永的旧址，现在已经为普通住家所占，而细
观其建筑装饰，还保留着山西民居的特色。

祥发永账局，下堡。

世合德钱庄，下堡。

宏盛票号，下堡。

当地转口贸易的繁荣，给清廷开辟了财源。雍正九年（1731），在张家口设钦差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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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专司收税事务。张家口税关带有陆路边关的性质，收入来自于蒙古、俄罗斯
贸易之商税，乾隆时期每年税课定额皆为20000两，对比同时期的扬州关，税额也
不过44000两。奥妙之处在于，户部管辖的税关其课有正额、有盈余，而张家口的
关税盈余归皇室收入，也就是说落在了“乾隆皇帝的荷包”里。据张家口征税档案
，乾隆十二年，盈余交内务府21396.3两，已经超过给户部税银；乾隆三十年至四
十年，与俄国的贸易量增加，盈余达到三万多两。（赖慧敏：《乾隆皇帝的荷包》
，中华书局2016年，153页）

《万全县志》所绘张家口下堡图，户部署在下堡东侧。

张家口的转口贸易，对于俄国来说同样意义重大。俄国一直企图在张家口设立铺房
行栈和领事馆。直到光绪七年（1881），据《中俄改订条约》（《圣彼得堡条约》
）规定，俄国在张家口取得建造铺房行栈的权利，但最终没有设立领事馆。后随着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通，张库商道衰落。到了民国时期，日本势力逐渐进入这一区
域。

俄国立昌洋行旧址，下堡。

日本三井洋行旧址，下堡。

总的来说，张家口作为一个从军事要塞和边贸互市发展起来的城市，一开始就不是
地方行政中心，所设官署少，行政职能主要限于军事防御和税收两方面，比较简单
。我们看《万全县志》所绘下堡地图，除了钦差户部署以外，有限的城堡范围内建
有守备署、协标署、中营署三处屯兵营房及军用仓场、校场等设施。其他后来陆续
建设的衙署，如张家口理事同知署、察哈尔都统署、副都统署，管辖的都是口外察
哈尔八旗事务及旗民互讼事件。有意思的是，到清朝中期，随着商业店铺和皮毛加
工、制碱等手工作坊日益增多，居住人口增加，张家口的城市规模已超过一般县级
城市，但它却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城市管理机构，而是隶属于万全县，受万全县丞
管辖。在张家口下堡设有万全县丞署，万全县丞每周来此办公三天。直至光绪七年
，张家口理事同知改为抚民同知，其权限才扩大到兼理本地民事，和内地地方官没
有区别。

中营署，下堡。

万全县衙。按张家口行政隶属于万全县，受万全县丞管辖，下堡所设应为万全县丞
署衙。

张库大道、恰克图贸易整整兴盛了一个半世纪，到了十九世纪末，开始衰败。衰败
的原因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商道改途。到了俄国革命、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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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革命之后，在库伦、买卖城和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被查封，资产被没收，这一条商
道完全中止了。（茅海建：《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张家口也不复昔日“
皮都”、“陆上商埠”的盛况，不再是中国北方连接蒙古地区与俄罗斯的商业中心
，只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

繁华消散，生活依旧。走出堡子里的时候，已近黄昏，日头西斜，市声仍然嘈杂，
行人却已倦怠，走在被水冲刷过的石板路上，有种清凉、悠缓的感觉，好像时间一
下停了下来。不过，因为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冬奥会，这个城市的建设却
正在进入快车道，从上堡走到下堡的一路上，随处可见的脚手架和高高的塔吊，便
是明证。京张高铁已经上马开工，按计划2019年底建成，到时乘火车从张家口到北
京的时间将缩短到一小时。张家口这个城市会迎来它的第二春么？

湿漉漉的下堡街道。

下堡古建的内部，多数已为居民杂院。

张家口全城上下正为准备2022年冬奥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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