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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宋朝与吐蕃长期并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十分发达。

吐蕃因环境所限，不宜植茶，但吐蕃部民对茶叶有很大需求，形成自己了独特的

茶文化。宋代茶业经济发展，产茶量大，宋与吐蕃一直友好相处，这些因素成为

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形式有三种，即榷场贸易、

贡赐贸易、走私贸易。茶叶贸易中的茶马比价一直是双方都关注的问题，因此双

方依据一定的原则定制了茶马比价。在贸易中茶马比价有变动，且存在交易价格

不合理的现象，为此宋朝做了积极的调整。宋代，茶叶产地遍及南方地区，四川

成为供应吐蕃的主要茶叶产地。宋与吐蕃茶叶贸易呈现出了很多特点，如茶叶贸

易与博马密切联系。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宋朝羁縻吐蕃

的经济政策，并且宋朝通过与吐蕃的茶叶贸易，购买了大量的马匹，满足了对战

马的需求。 

关键字：宋；吐蕃；茶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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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ong dynasty exist with Tibetan Empire for along tim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history, had been developed very well .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the area 

of Tibet can not plant tea trees. The people of Tibet need more tea and they have 

formed their unique tea culture though a long time.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ea industry in the Song dynasty, tea had been produce so much. Song dynasty and 

Tibetan Empire have been friendly. These factors has become the reason why song 

dynasty and made tea trade. The trade of tea between song and Tibet have three 

forms :the trade in the tax and monopoly of tea yard ,tribute and grant trade and 

smuggling trade. There are a lot of features has been appeared in the trade of tea 

between them ,such as,the trade of tea maximize undertake the task of purchase from 

Tibet. The price ratio of tea and house has been concerned by song and Tibet.The two 

parties according to the certain principle made the price of tea.The price ratio of tea 

for house has always Presents the price fluctuation and existed unreasonable 

price .For this reason ,song and Tibet made positive adjustment. In Song dynasty, tea 

production was large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unique environmental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production of tea was large.The tea had been be controlled by Song 

dynasty and had been sold to Tibet, the tea that from Sichuan Province is the largest 

commodity in tea trade, the trade of the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Tibet has played a 

huge role .the trade become effective policy to control Tibetan Empire.Song had 

gained rich profits and had Purchased a large number of warhorses through the trade 

of tea .Finally.the trade meet Song dynasty needs of the horse. 

Keyword: Song dynasty;Tibetan Empire; tea; Th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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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一 、选题的来源和意义 

（一）选题的来源 

    论文的题目是根据本人兴趣并与导师商议决定的。在日常学习中我阅读了一

些有关宋代的著作和论文，并从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即宋代茶叶方面的研

究。于是，我查阅了一些古代关于茶的资料，发现宋代不仅茶文化异常繁盛，而

且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茶叶经济和茶叶贸易的发展也是不容小觑的。读

《宋史·食货志》发现宋代茶叶的生产、销量数额巨大，尤其在南方川浙一带，

茶叶经济和茶叶贸易十分发达。 

通过学习宋史，首先，了解到宋与辽、夏、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并

立共存，于是联想到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经过查阅相关书籍，发现宋

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不但贸易额大，而且榷茶贸易在榷场贸易中占的比例

很大。其次，宋代政府十分重视茶叶贸易，设置茶叶管理机构，以这些政治手段

辅助茶叶贸易正常进行。第三，周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由于自然地理原因，

人们无法种植茶树，经过与汉族长期贸易往来和联系，茶叶被他们所喜爱，成为

生活必需品。第四，茶叶贸易在宋与少数民族的商业贸易中总是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或和或战的历史进程中，茶叶贸易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

与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成了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联系，维护自身经济利益，

羁縻少数民族的有效手段。 

通过对此方面研究现状的了解，发现研究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多以

研究宋与辽、西夏、金为主，并且有很多相关的论文，但是就宋与吐蕃的茶叶贸

易的具体研究，至今成果并不多，只是一些论著中的相关章节有所涉及。因此，

本人决定就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进行初步探讨， 

（二）选题的意义 

首先，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在农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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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宋代经济史的相关研究也一直是宋史研究的焦

点。所以以茶叶贸易为切入点，可以展现宋代经济的活跃性。其次，宋与周边少

数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研究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宋与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可以补

充有关宋代茶叶贸易研究中仅限于内地的茶叶贸易的状况，使我们对茶叶贸易有

更深入的了解。第三，在我国多民族团结向上，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了解

和研究历史上汉民族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可以激发我们的爱国热

情，对我们更好的进行民族间的交往有历史借鉴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一）论著 

目前学术界对茶叶的研究较多，有大量的相关著作出版。 

    关于茶叶资料汇编的著作。朱自振和陈祖槼合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集》

（农业出版社出版，1981 年版）。此书收集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除方志以外有

关茶史的大量资料，分茶书，茶事，茶法三部分，以年代为序，对各个部分做了

系统的收集整理和论述。此外，朱自振编著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 方志茶

叶资料汇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朱自振与沈冬梅编著的《中国古

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年版），也包含了大量的宋与少数民族茶

叶贸易的资料。 

关于茶史的著作。陈橼的《茶叶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此书内

容翔实，涉及广泛，全书共分为十五章，汇总了古今中外的茶业大事，起到了“茶

叶辞源”的作用。对古今中外茶叶史迹描述翔实，并且节录了大量原文资料，为

我们的查阅和考证提供了方便。此外，潘根生和方辉遂的《茶叶大全》（中国农

业出版社，1995 年版），朱自振的《茶史初探》（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年版），

郭孟良的《中国茶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等著作，在考察茶叶史方

面也颇有建树。这些著作为研究宋与少数民族茶叶贸易提供了大量资料。  

    一些简史、地方史料、史稿中的某些章节对宋与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有一些

论述。杨树森的《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在第五章的第三

节中分析了宋、辽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其中提到茶是宋辽间榷场、走私、贡奉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 

三种贸易中重要的交易物品。潘根生和游时敏的《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

学出版社，1990 年版），称四川地区自古是产茶区，气候适宜，茶叶种植历史悠

久，并且茶叶贸易十分发达。书中第八章详细论述了四川的茶叶贸易，其中叙述

了宋代川茶大量销往吐蕃的事实，虽然论述不多，但对研究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

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博泉的《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吴天摨的《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党成恩和陈宝生的《甘

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也在相关章节论述了宋与金、

西夏及西部少数民族政权的茶叶贸易。    

许多经济史的著作对宋与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也多有论及。崔永红的《青海

经济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三章“中期封建经济”中“商业”

一节简要论述了宋与吐蕃的茶叶贡赐贸易。葛金芳的《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

汉出版社，1991 年版），第一章在分析宋辽夏金的物资交流和商业往来时，介绍

了宋与辽夏金的茶叶贸易。孙洪升的《唐宋茶业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此书从唐宋茶叶的生产发展，茶叶商品流通，茶叶消费，茶法四个

方面对唐宋茶业经济做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唐宋茶叶经济与唐宋国防、阶级

关系、民族关系及社会生活和民俗民风的关系有了全面认识。本书揭示了中国茶

叶经济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在唐宋时期的特殊表现，为我们认识唐宋社会商品经

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为现代市场经济下茶业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有着深刻的

现实意义。此外，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王致中、魏丽英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研究》（上）（三秦出版社，1996 年版），

李清凌《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漆侠、乔幼梅的《中国古代

经济史断代史研究之六·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杜建

录的《西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陈崇凯的《西藏地方

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等著作对宋与少数民族茶叶贸易作了相

关论述。 

    因宋代与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共存，所以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民族史 

料汇编著作在某些章节也论述了宋与少数民族茶叶贸易。刘建丽和汤开建主编 

《宋代吐蕃史料集 1》（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和《宋代吐蕃史料集 2》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较全面地搜集了宋与吐蕃交往的史料。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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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大量关于茶叶贸易的珍贵资料，为研究宋与吐蕃茶叶贸易提供了方便，可更 

好地展现宋与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细节。 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和杨保隆的 

《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版），在此书中的第五章“党 

项族”的经济中提到了宋与西夏从早期的贡赐贸易逐步发展到地区的榷场贸易， 

而且还提到宋与西夏边区之地的走私贸易，由于茶是其中的交易物品，所以可以 

从中了解宋与西夏的茶叶贸易的简要状况。李瑞华的《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8 年版），第九章“宋夏贸易”详细论述了宋夏间的茶叶贸易，并对 

宋夏间的茶叶贸易时断时续的状况做了分析。 

       此外，刘建丽的《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版），马

曼丽的《中国西北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刘建丽的《中

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辽宋西夏金卷》（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也在相关篇

章中对宋与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作了论述。 

  （二）论文 

       研究宋与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相关论文也大体如下： 

    白振声的《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民族大 

学学报》，1982 年第 3期），论述了茶马互市中官的形成和发展，民市和私市具 

体状况，并对茶马互市对周边民族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分析。 

    冯永林的《宋代的茶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2期），探讨了宋 

代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认为茶马贸易是宋王朝对西北少数民族进行羁縻统治和 

购求军马的重要手段，提出茶马贸易创始与北宋神宗时期，延续到南宋末年，经 

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林文勋的《宋代四川与吐蕃族地区的贸易》（《思想战线》，1992 年第 1期），

在文中的第一部分贸易考察提到川茶易马，在第二部分中论述了宋与吐蕃地区的

贸易的置场地点，并且论述了宋与吐蕃的贸易的发展过程，最后提到了了宋与吐

蕃的“专以茶博马”的茶马贸易是贸易发展的完善时期的重要表现。 

    钱时霖的《历代茶马互市概述》（《茶叶通讯》，1994 年第 1期）此篇文章是 

从狭义的茶马贸易来论述的，按时间论述了各个朝代茶马互市的简要状况，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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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朝代茶马互市的具体地点、设置机构及交易数量都作了具体的介绍。 

    吕维新的《宋代茶马贸易研究》（《茶叶机械杂志》，1996 年第 2期），此文

研究了宋代茶马贸易得以发展的原因，分析了实施榷茶制的意义，讨论了茶马贸

易的机构与贸易政策的实施办法，对茶叶贸易的历史意义也有论述。 

    魏明孔的《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年第 4期），以茶马互市为中心，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历史上西北民族贸 

易的发展脉络，对茶马贸易的兴衰背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西北的地区包括 

茶马互市在内的民族贸易具有持续时间久、分布面广，内容丰富的特点。在第二 

部分中论述了很多宋与西北民族茶叶贸易的具体地点，并且提到茶商在贸易中获 

利很大。 

    刘雪峰的《北宋与西北吐蕃商业贸易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北宋和吐蕃的商业贸易。文章将各种贸易联系起来，具 

体论述了北宋与吐蕃的商业贸易，内容涉及贡赐、马、银马、食盐、酒、茶、粮 

草。虽然此篇文章不是专写茶叶贸易，但是由于茶叶贸易在宋与吐蕃的商业贸易 

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文章中涉及茶叶贸易的论述很多。 

    李一娈的《试论宋辽的茶叶贸易》（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对

宋辽的茶叶贸易作了具体的探讨，并且对茶叶走私贸易和榷场贸易进行重点论

述，介绍了两种贸易形式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形式、性质及其具体内容，对研究

宋与辽的茶叶贸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陈泛舟的《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西南民院学报》，1980 

年第 1期），贾大泉的《宋代四川同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易》，（《西藏研究》，1982

年第 1期），晓甘的《宋代的茶马贸易》（《社会科学》，1986 年第 2期），贾大全

的《汉藏茶马贸易》，（《中国藏学》，1988 年第 4期），林文勋的《宋代四川与吐

蕃族地区的贸易》（《思想战线》，1992 年第 1期），方建的《茶马贸易之始考》（《农

业考古》，1997 年第 4期），张雪慧的《试论唐宋时期吐蕃的商业贸易》（《西藏

研究》，1998 年第 2期），吕维新的《宋代茶马互市》（《农业考古》，1998 年第 2

期）、《我国封建社会茶马互市贸易剖析》（待续）（《中国茶叶加工》，1998 年第 3

期）和《再探茶马互市之起源》（《茶叶机械杂志》，1999 年第 3期），聂静洁的

《略论历史上的茶马贸易》，（《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 年第 1期）徐毅的《古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

代“茶马互市”贸易的分析及对现代贸易的启示》（《安徽电力职工大学报》，2003

年第 6期），象多杰本的《略论茶马互市的历史演变》，（《青海社会科学》，2007

年第 9期）等也是关于茶叶贸易的论文。 

关于少数民族茶文化的文章。 

彭善国的《辽代的茶叶与饮茶风俗》（《北方文物》，1998 年第 2期），把文

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分三部分介绍了辽代的茶叶与饮茶风俗，即辽代茶的来源，

辽代的茶事活动和辽代的饮茶方式和茶具，使我们对辽代的茶文化有了详细的了

解。 

陈佳丽的《藏民族饮茶文化》（《青海民族研究》，1999 年第 4期），叙述了

我国的茶叶历史、茶的种类，茶叶的特点，并分别介绍了藏族的制茶方法，藏民

族与茶不可分离的原因，最后介绍了藏族人民独特的饮茶习俗。 

    彭善国的《金代的茶叶与饮茶风俗》（《北方文物》，2001 年第 2期），论述

了金国所需要的茶叶大部分通过榷场贸易获得，金人受辽、宋茶文化的影响形成

了自己的饮茶习俗，茶事成为金国礼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在该文的最后用

考古资料中的饮茶器具印证了金代的饮茶风俗。 

       此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杨万娟的《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中南民族学院

学》，1999 年第 4期），央倩的《论藏族茶文化》（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年），赵金锁的《藏族茶文化：茶马贸易与藏族饮茶习俗》（《西北大学学报》，

2008 年第 5期），蒋文忠、仇学琴、龙翔的《论茶马古道上得民族茶文化交流与

和谐之美》（《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期），罗桑开珠的《论藏族饮茶

习俗的形成及其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 

       关于茶马古道的文章。张勇国的《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价值》（《西藏

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期），茶马古道上的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

本文首先界定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其次分析了唐、宋、明、清各个历史时期茶马

古道上的茶马贸易，最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任新建的《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中华文化论坛》，2008 年第

12 期），分两部分介绍了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和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能，第一

部分，阐述了茶马古道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论证了川藏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

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如何在当今条件下，发掘茶马古道的旅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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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功能和文化价值。认为在打造四川邛崃旅游吸引物上，茶马古道与“南丝路”

可以相辅相成，并可发展成川、藏、滇旅游发展的最佳纽带。 

       此外，还有贾大泉、尉艳之的《浅谈茶马贸易古道》（《中华文化论坛》，2008

年第 12 期），阳耀芳的《茶马古道的历史研究与现实意义》（《茶叶通讯》，2009

年第 1期），周重林、凌文锋、张娟的《茶马古道的范围与走向》（《中国文化遗》

产，2010 年第 4期），等对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论述。 

   关于宋与少数民族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的文章。王福君的《宋夏金时期的榷

场贸易考述》（《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 1期），对宋夏、宋金、宋辽榷

场的设置做了仔细的论述，并对榷场贸易中商品的种类、交易方式、交易主体及

榷场的管理作了分析，最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榷场贸易的作用做了总

结。 

    王晓燕的《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 

第 4 期），将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论述榷场贸易，主要表述宋与辽、夏、金的 

榷场贸易是政府严格控制的官营贸易形式，贸易的开展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制约， 

并且提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满足了双方的物资需要，是一种互利的交往。 

    左强的《宋金的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通过对宋金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的研究，将两者各自的形式、内容和作用进行比 

较深入的探讨，总结归纳出宋金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的关系。 

此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李兆超的《北宋川蜀地区榷茶贸易管理》（《经济

科学》，1989 年第 2期），王昆的《宋与辽夏金间的走私贸易》（东北师范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2006 年），方文裘的《宋辽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研究》（重庆师范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曹小波的《论南宋与金对峙时期淮河下游的榷场

贸易》（《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期）等。 

三、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本文重点在于描述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原因和贸易的三种贸易方式，并且分

析茶叶贸易的政治经济影响，以期对宋与吐蕃茶叶贸易有个整体的认识。 

本文的难点是由于有关吐蕃的资料分散，收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并且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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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资料较少，所以大部分的史料是以宋代的官方文献为主。虽然研究茶业贸

易的比较多，相关论著就这一问题也有所提及，但是具体研究宋与吐蕃茶叶贸易

的论著较少，加上本人的学养有限，所以在撰写上感觉有一定的难度。 

关于宋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研究多集中在宋与辽、西夏、金，虽然有关

于藏族茶文化的研究，但就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研究几乎无人涉及，本人才疏学

浅，想对此做初步的论述，为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这一研究领域补一个小的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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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的差异 

吐蕃是藏族在西北青藏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史》载：“吐蕃本汉西

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

讹谓之吐蕃”。
1
《册府元龟》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地也。后

魏神瑞初，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

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吐蕃在吐谷浑之西，本西羌别种，南凉秃发

利鹿孤之后，以秃发为国，音讹，故曰吐蕃。”
2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吐蕃位于西北

地区，原西羌之地，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吐蕃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十分恶劣。史书中对吐蕃的地理环境有这样的描述：

“雷雨风雹霰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

三寸，牛马皆食之。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其俗重汉僧，而贵瑟瑟。”

3
《西藏简史》中载：“地势高峻，海拔都在三千五百米以上。气候属纯大陆性，

春秋降雪，有霜冻；夏季很短；冬季风雪严寒，气温最冷时可至摄氏零下四五十

度。这一气候区主要包括西藏的北部（那曲专区的全部和阿里专区的大部），甘

南藏族自治州的南部，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的大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北部等

地”。
4
由此可知，吐蕃地区是典型的高原气候区，海拔高，地势险峻，气候恶劣，

气温变化大。 

茶树是一种对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都有严格要求的经济作物，它适合生长在

亚热带和温带地区，需要较高的气温和充足的雨量，全年的降雨量需要在 1500

毫米左右。茶树需要生长在全年平均温度 15～23 度的地方，如果气温低于 14

度时，难以存活。茶树喜酸性土壤，土壤的 PH 值需要在 4.5 至 6.5 之间，陆羽

的《茶经》开篇就对茶做了这样的描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

                                                        
1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苏晋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第 1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 

3
 苏晋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第 5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年版。 

4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藏族简史 初稿》，第 3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  

  究所，196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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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1
由此可得，茶树生长在

南方。且书中提到“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2
，可见茶

树品质会因土壤的不同而不同，对土壤的要求十分高，而南方地区具备茶树对土

壤的要求。“南方在扩大土壤利用范围，解决地少山多这一矛盾的同时，逐步形

成了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优化”
3
。南方地区具备茶树

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南方开发较晚，森林保护较好，

雨量充沛，气温高，林木被采伐后更新快，森林植被相对完整且充分发挥调节气

候，蓄水保湿的作用。这为茶树生长创造了最佳环境，因此南方适宜茶树生长。

相比较而言，这是高寒的吐蕃地区不具备的。 

茶叶在我国南方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我国是世界重要的产茶国之一。一些典

籍文献中有关于野生茶树的记载，如朱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对野生茶树进行了

具体形象的描述：“有柑叶茶，树高丈余，径头七八寸，叶厚而圆”
4
，《太平寰

宇记》也记载：“泸州之茶树，夷獠常携瓢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
5
关于古

代野生茶树的记载不但在我国的文献中大量出现，在外国人的游记中也有记录，

“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威尔逊到我国西南地区考察，在《中国西部游记》中写道：

‘在四川中北部的山坡间，曾见茶丛普遍高达十英尺或十英尺以上，极似野生茶。

'”
6
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我国西南地区在古代有大量的野生茶树。“在中国的云南、

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四川、福建、湖南、江西、台湾等十个省、区近两百

处都发现野生大茶树，其中云南省是发现茶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云南镇沅县

千家寨有野生大茶树群落，其中一颗茶树的树龄已达到两千七百年，而西双版纳

巴达的一颗大茶树的树龄也有一千七百年”。
7
此论述也说明，西南地区之所以能

在以后成为茶叶的主要产区是有其先天优势条件的，即具备茶树生长的自然条

件。 

茶树在我国的浙、宛、川、闽、赣、鄂、湘等地广泛种植，且品质优良，种

                                                        
1
 吕维新、蔡嘉德：《茶经语释》，第 1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2
 吕维新、蔡嘉德：《茶经语释》，第 3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3
 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第 111 页，《厦门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4 期。 

4
（宋）朱子安：《东溪试茶录》，茶名，第 6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5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4》，卷 88，剑南东道七，第 1740 页，中华书局，2007 年版。 

6
 转引王从仁：《中国茶文化》，第 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 

7
 参见赵潽恋：《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第 1页，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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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繁多。茶树对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综上所述，地理环境的限制直接导致吐蕃

地区无法种植茶树，因而无法自给，而宋朝适宜植茶，茶叶充足，这就使得吐蕃

需要向宋朝购买茶叶，与之进行茶叶贸易。 

（二）茶与吐蕃的饮食习惯  

    吐蕃与中原民族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不同。吐蕃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多养牛、

羊、马，农业为辅，民众多以乳酪、牛羊肉为食。史料中载“俗养牛羊，取乳酪

用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不食驴马肉，以麦为麨，家不全给”
1
。吐蕃的这

种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具有解油腻、清肠胃作用的茶叶。 

吐蕃部民对茶叶的喜爱和需要与茶叶所具有的功效和它对人体的有益影响

是分不开的。茶叶中所含的化学成分大约有 500 多种，其中有许多有利于健康的

营养成分，如茶多酚，脂多糖，氨基酸等，并且含有 30 多种化学元素如钾、钙、

镁等。虽然宋代科学技术还未发达到对茶叶有这么多科学的认识，不知道茶叶有

这么多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成分，但是随着宋以前茶文化的发展，古人对茶叶的功

效有很多具体的记载，如“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

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

烦腻既去”
2
。由此可见，茶叶很符合吐蕃的需要，吐蕃部民充分利用茶叶的这

种功效服务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生活中随处可见茶叶的应用，“有些地方，也

像古代汉族人民那样把茶当药物服用。在藏族牧区，用煮过的茶喂牲口，马吃茶

长膘快，牛吃草增加奶量。”
3
 

茶在吐蕃被称为“甲”，而且这一称呼一直延续至今。“甲”是古代“槚”的

音译，因为茶在古代中原地区就被称为“槚”，陆羽《茶经》中有述“其名，一

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4
并且在《茶经》的旧注中也有“周

公云‘槚，苦荼’”一说。 

茶传入吐蕃地区的时间很难考证，但是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唐时传入，文成

公主进藏之时：“唐代，饮茶之风更甚。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茶叶，饮茶的方

                                                        
1
 苏晋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第 5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年版。 

2
 陈祖椝、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 127--128 页，农业出版社，1981 年版。 

3
 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第 59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年版。 

4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1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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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礼仪随之传入吐蕃王国，西藏山南地区有首《公主带来龙纹杯》的民歌，说

看见龙纹杯，便想起了公主慈祥的模样”
1
在一些文献资料中也有记载唐代时期

吐蕃赞普已开始使用茶叶，在《唐国史补》下卷的“虏帐中烹茶”中有载：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 

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  

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
2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在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唐使崔汉衡出使吐蕃之时，

建中四年（783 年）陇右节度使张铝镒与吐蕃赞普会盟于清水。常鲁同崔汉衡等

七人，以盟官的身份参加会盟，并和吐蕃赞普进行了交流。从这则史料可得出，

在会盟之前，吐蕃地区已经开始饮茶，且传入吐蕃的茶叶品种十分丰富，这说明，

在唐朝时期已经有大量的茶叶输入吐蕃，并且被吐蕃统治阶层所喜爱和接受。 

    在吐蕃地区，居民嗜茶如命，不可一日无茶，《续文献通考》载：“夷人不可

一日无茶以生”。
3
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中，吐蕃部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饮茶习惯和饮茶习俗。 

一般而言，饮茶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清饮，即用沸水直接冲泡茶叶，在茶

中不添加任何调味品，以品得茶本身的真香实味；另一种是调饮，是在茶的冲泡

过程中加入一些调味品，如盐、薄荷、乳制品、白糖等。在中原汉族多尚清饮，

讲究水、茶和茶具的搭配，以得茶原汁原味。中原地区虽然有调饮的存在，但是

大多是一种历史的遗存，而在少数民族，特别是吐蕃族，调饮则成为当地部民日

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饮茶习惯，吐蕃族的饮茶以酥油茶、奶茶、盐茶最为常见。 

吐蕃部民制作调引，一般以砖茶、沱茶和红茶为主，当地民众对自己所用的

茶叶称为“大茶”或者“藏茶”是内地专供的茶叶，他们大多用茶叶制成品种丰

富的茶饮料，如奶茶、酥油茶、甜茶、枣茶、清茶、糌粑茶、面茶、油茶、奶酪

茶等。其中以奶茶和酥油茶最受人民喜爱，藏族的奶茶以奶茶茶料、奶和佐料制

成，且有多种口味可供选择，如茶汁奶茶、清茶奶茶、熟茶奶茶、咸奶茶、甜奶

茶和香奶茶。
4
 

                                                        
1
 中国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宣司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第 83 页，民族出版社，2006 年版。 

2（唐）李肇撰，黄绍筠、盛钟健、张嵩岳选译：《隋唐嘉话 唐国史补》，第 363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3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 1，卷之 26，榷征考·茶,第 374 页，现代出版社，1986 年版。 

4 参见罗桑开珠：《论藏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及特点》，第 87--88 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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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和饮用酥油茶是吐蕃最常见饮茶方式，酥油茶是以茶汁、酥油、核桃、

鸡蛋、盐巴等为原料制作而成。酥油茶在吐蕃地区不但可以作为茶饮而且还可以

作为主食使用，成为饮食习惯的重要内容。其制作方法十分考究，“酥油茶的加

工方法比较讲究，一般先用茶壶烧水，待水煮沸后，再把紧压茶捣碎，放入沸水

中煮，约半小时左右，待茶汁浸出后，滤去茶叶，把茶汁装进圆柱形的酥油茶桶

内，同时加入已准备好的酥油及盐巴等佐料，盖住酥油茶筒，用力地拉动桶内的

拉杆，有节奏的上下捣打，待酥油、作佐料混为一体，即可从桶内倒出享用了。

酥油茶喝起来咸里透香，甘中有甜，非常开胃”。
1
在一些关于茶文化的书中都以

酥油茶来作为吐蕃茶文化的典型。在《茶文化学》对吐蕃的酥油茶也有描述：“喝

酥油茶如同吃饭一样重要。酥油茶所用的茶叶，一般选用来自云南的普洱茶或者

来自四川的沱茶等”。
2
 

由于茶与吐蕃部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其饮茶的器具也种类繁多，主要有茶碗、

茶壶、茶罐、茶锅、茶桶、茶瓢、火盆等，其中茶碗的形状最为丰富，有高脚三

胞胎、矮底三胞胎、高底高壁瘦身型、矮底矮壁瘦身型等。木碗是吐蕃使用最多

的碗，由于其细致美观、经久耐用且方便携带，深得吐蕃部民喜爱。 

吐蕃部民爱茶，嗜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茶习俗，这

种饮茶习惯成为吐蕃地区茶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内容，它丰富了部民的日常生

活，成为其饮食习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自振在《茶史初探》中指出：“我国早期饮茶和茶叶文化的传播，主要是

一种与茶叶生产相结合的传播。如果茶叶的饮用没有可靠、固定的茶叶来源，即

不能当地生产，仅仅依靠不稳定的少量茶叶贸易，茶的饮用也就不会约定形成为

社会风俗。”
3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吐蕃的饮茶习俗和独特的茶文化的形成一

定和茶叶贸易密不可分，正是源源不断的茶叶供应着吐蕃地区，才使得吐蕃地区

上至贵族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都嗜茶、爱茶，把茶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因此，吐蕃需要与宋建立茶叶贸易关系，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茶叶。 

                                                                                                                                                               
  期。 
1
 参见赵潽恋：《中国少数民族茶文化》，第 31--32 页，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2
 徐晓村：《茶文化学》，第 70 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3
 朱自振：《茶史初探》，第 29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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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外不能抵抗辽金等周边政权的入侵，对内文人党争不断，但是宋代的

经济和文化与前代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茶业经

济的发展奠定了全面的基础。我国传统社会进入宋代迎来了其发展的新阶段，“一

千年前，亚洲社会看来更有前途。中国正在经历宋朝的荣光。……中国在宋朝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美国学者罗兹塞菲也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

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盛期……

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从很多方面来

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
2
这些描述无疑都在赞

叹宋朝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高度发展。 

    首先，在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茶叶生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经

济作物的茶叶只有在粮食生产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时才能大规模的种植。秧

马、耧车以及龙骨水车、扇车的使用，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重要条件，宋代统

治者在重视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以及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宋太宗

鼓励督促改进生产技术，注重农业人才，指导农民种田。 

    其次，茶叶是中原南方地区常见的的经济作物，很适合在封建的小农经济环

境下种植，种植茶树的规模可大可小，小家小户可以种植，地主也可建茶园种植。

但是把茶作为大宗的交易物品投放市场，特别是走出中原并作为和少数民族交易

的主要物品，则需要茶在生产和产量上形成规模，茶叶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通畅，

茶叶的消费状况良好、稳定，并且还有相关的法律来保证整个茶业发展的长久性

和稳定性，这一切在宋代尤为具备。 

第三，自唐以后，饮茶从封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的下层市民，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需求的扩大，促进了茶叶的生产，茶区日渐扩大，商品

茶日益增多，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商品茶园。宋代的茶园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官营

茶园规模较大，拥有大片优质茶林，役使大批茶工，产品主要供皇室和官僚集团

享用，与商品经济无关，私茶园广泛分布于江淮、荆湖、福建、西川四路等产茶

区，多数年产量达数百斤，此为小商品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较富裕的茶园

主则会雇佣少量日工。少数大茶园，年产量可达三五万斤，或由园主雇佣贫民自

己经营，或采取租佃的方式，将茶山划成小片，租给茶农种植，收取地租。 
                                                        
1
 参见马凯硕：《亚洲人会思考吗》，第 37--39 页，海南出版社，2005 年版。 

2
 参见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 上》，第 236--239 页，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三）宋代茶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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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宋代以来，茶树的栽培越来越广，产茶量越来越大。淮南、江南、两

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成为重要的茶叶产区。仅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

地输送给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北宋增至 35 个州军，

南宋有 66 个州军，242 个县，这还不包括川蜀地区的数字。据《建炎以来朝野

杂记》甲集卷 14 载，绍兴年间川蜀茶场共有 23 处。因此宋代产茶面积较唐代至

少扩大了一倍以上，宋代的茶叶产量很大，统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东南区，

即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南，就其总产量而言，北宋时在两千三百

余万斤到两千九百余万斤左右，南宋时在一千七百余万斤左右。另一部分是四川

四路，其产量据南宋资料统计，在两千余万斤左右。《唐宋茶业经济》一书，对

宋朝的茶叶产量也有相关论述即“北宋的茶叶产量约在 7000 万斤至 8000 万斤左

右，宋 1 斤合 1.1936 市斤，折合今制宋茶产量约在 8355.2 万斤至 9548.8 万斤

之间，接近于一亿市斤”。
1
 

    第五，宋代的茶叶贸易十分发达。巴蜀地区的茶叶贸易在西汉时期就颇为活

跃，唐代前后，各地所产茶叶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貌，而且还有专门的主销

区和固定流向，这些都表明唐代前后，茶叶贸易逐渐发达，如建州所产的建州大

团，茶叶类紫笋，味极苦，主要销往广陵、山阳、钦州、祁门。婺源方茶，茶叶

置制精好，主要销往梁、宋、幽、并等州。并且不到一百年间，婺源、德兴、景

德镇，安徽的祁门等地形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区。宋时茶叶贸易兴盛，不仅限于

中原，而且还从中原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流入塞外，与吐

蕃建立了茶叶贸易关系。 

    由此可见，宋代的茶业经济发展迅速，这为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准备了条

件。张堂恒在《茶叶贸易学》中论到：“茶叶贸易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对外贸易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有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即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二是国家（或政治实体)

形成。”
2
 宋代具备了上述两个基本条件，宋朝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已经

形成茶叶的商品化生产，有大量的茶叶可供交换。 

综上所述，宋代茶叶的广泛种植，茶园的广泛存在，以及较大的茶叶产量成

为茶业发展的显著特点，而这些特点成为宋与吐蕃茶叶贸易建立和繁荣的重要原
                                                        
1
 孙洪升：《唐宋茶业经济》，第 8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2
 张堂恒：《茶叶贸易学》，第 17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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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四）宋与吐蕃各部关系密切 

960 年宋朝政权建立前后，各种民族政权相继建立，中国进入了多民族发展

的重要时期，907 年，契丹在东北地区建立了辽国，1038 年党项族在西北建立了

夏国，1115 年女真在东北黑龙江一带崛起，建立了金国。宋王朝一直面临来自

东北和西北边疆的辽和西夏的强大压力和军事威胁。“宋代（960 年--1279 年）

从建立王朝开始，即遇到北方辽国的强大压力。不久，崛起于河套的西夏(1038

年-1227 年)又成为它西北的一大劲敌。西夏的武力，不仅侵扰到泾、渭河谷的

上游，而且其右翼锲入河西，阻断西域和内地的通道”
1
。面临着少数民族政权

的不断进攻和入侵，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宋与吐蕃各部保持着长久的友好关系。

而吐蕃也对宋朝称臣纳贡，双方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为开展茶叶贸易提供了一

个良好的基础。 

首先，宋与吐蕃军事上互助。 

自从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经过平民奴隶起义后崩溃，从 10 世纪到 13 世纪，

吐蕃一直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各地群雄割据，混战连绵，互不相属，面对这

种情况，为了防御西夏的南侵，从 11 世纪世纪初，宋朝就开始在泾、渭上游，

把从吐蕃分裂后居住在这里的藏民，进行安置，推行屯田，委派他们的大小首领

充当各级官吏，由宋朝拨给他们土地，免税耕种，每到春、秋二季，宋朝还派军

队来保护他们的耕作和收获。宋朝还在这里招募了一部分藏族人民，组成以使用

弓箭为主的武装力量。凡是充当弓箭手的，除原来的耕地外，另外再拨给一定数

量的土地，同时，宋朝还征用劳役，让他们构建防御工事，如修堡垒、挖深壕、

立栅栏等，把这里建成抗御西夏的军事据点。
2
 

西陇右居住的一些吐蕃部，以六谷和唃厮啰较大。六谷部位于河西走廊的中

心地带，即凉州（今武威），六谷左厢首领，在五代时期就向后汉请得封号，并

把河西走廊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宋朝建立后，更加注重对这一地的经营，加强

                                                        
1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藏族简史 初稿》，第 41 页，中国科学院民族

研 

  究所，1963 年版。 
2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第 44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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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凉州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宋朝为了稳固双方的军事互助，破例给予凉州的六谷

弓箭和其他武器，以增加它的武备力量，协同作战，共同抗御西夏的侵扰，成为

共同抵御西夏南侵的主要力量。 

至道六年（1000 年），对西夏作战时，大挫西夏实力，“继迁攻西蕃，遂入

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罗支伪降，未几，集六谷诸豪及者龙族合击继迁。继

迁大败，中流矢遁死”。
1
咸平四年（1001 年）时，宋任命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盐

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节度使，并且给予财物，帮助兴建寺院，输送弓箭，

武器等，共同抵御西夏的入侵。 

景祐中, 唃厮啰又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和自身军事才能大败元昊，取得对西

夏实质性的胜利，“以厮啰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岁以奉钱令秦州就赐。元昊

侵略其界,兵临河湟，厮啰知寡不敌众,壁鄯州不出,阴间元昊,颇得其虚实。元昊

已渡河,插帜志其浅,厮啰潜使人移植深处以误元昊。及大战，元昊溃而归，士视

帜渡，溺死十八九，所卤获甚众。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元昊遂不敢窥其境”

2
 ，唃厮啰对西夏的防御和进攻，减轻了西夏对宋的军事威胁，密切了双方的关

系，促进了中原与吐蕃的交往。 

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唃厮啰与宋建立了友好关系。统辖洮、湟居民，

即李立遵、温浦哥二部（今西宁一带）建立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政权，此

政权一直臣属于宋朝。景祐五年（1038 年）宋任命其首领为保顺军节度使，“这

一家族保持了百余年的统治，历世受到宋朝的封爵，保持着臣属关系”
3
，六谷

部被灭后，宋更加密切与唃厮啰的关系，为了共同的利益，唃厮啰成为抗御西夏

的一支重要力量。4宋为了防止西夏势力南进，加强了熙州和河洲地区的防卫力

量，推行屯兵营田的政策。宋熙宁时，在唃厮啰管辖区域的熙河一带拓地 600

公里，招抚蕃族 30 余万人。招募蕃民充当弓箭手，分置各砦，“籍城寨兵马，计

族望大小，分队伍，给旗帜，使各缮堡垒，人置器甲，以备调发。”。
5
这样，使

蕃汉兵制趋于合一，增强了防卫的力量。 

10 世纪末 11 世纪初，自认为吐蕃王朝贵族囊氏后人的潘罗支被吐谷吐蕃部

                                                        
1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6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6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吴健礼：《古代汉藏文化联系》，第 96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4
 参见刘忠：《汉藏文化交流史话》，第 72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版。 

5
（元）脱脱：《宋史》卷 191，志 144，兵 5，第 4752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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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举为大首领，逐渐取代折逋氏的地位，对外则进一步加强与宋朝的从属关系，

同西夏王朝相对抗。潘罗支的这一措施甚至得到了宋朝的赞赏和支持，宋朝授予

潘罗支为凉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部都巡检使，并许以世袭。次年，西夏王国军队攻

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派人到西凉州招抚潘罗支。结果遭到潘罗支的断然拒

绝，而且将来使全部捕杀。宋朝得知其事后，特予潘罗支以褒奖。 

    其次，宋与吐蕃经济上的互助。 

景德三年（1006 年），六谷各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疾疫，宋朝支持六谷部民

众，为了帮助六谷部度过难关，宋朝赐给其药材达七十六种，其中包括很多名贵

的药材如安息香、白龙脑、犀角等，且宋对六谷部民众与内地的贸易，一直采取

保护鼓励的态度和政策。 

宋与唃厮啰在经济上的交往十分密切，此地草原广阔，河谷肥沃，农牧业十

分发达，唃厮啰用农牧产品换取内地的铁器、铜和纸张等物品，西夏占领河西走

廊之后，该地成为西域到中原的必经之地，因此唃厮啰市场空前繁荣。 

在宋与唃厮啰经济互助的过程中，宋朝给其部族民众大量田地，鼓励他们进

行有效的垦殖，帮助他们发展农牧业，为此，宋朝特别放给屯垦的吐蕃部民一定

的贷款，名为“蕃汉青苗助役法”，推行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政策；对一些不

愿从事农耕，而乐于经营商业的吐蕃部民，宋朝也准许他们以土地向汉民换取商

贷，使吐蕃部民和汉族互通有无，两得其利。随着此地农田的开垦和耕种，仅仅

二、三十年，到 12 世纪初，熙、河两州的粮食，已经可以自给自足。 

唃厮啰和宋在边境上与宋驻守甘、青的将领发生过小的摩擦，但总体上是亲

密友好的。到 12 世纪初，其部族大量内迁，宋朝不但赐姓，还安排生产，招降

吐蕃户民约有两千七百余人，宋采取了一些发展农牧业的措施，为屯田的藏民发

放定量贷款，利用荒僻的耕地牧马，这种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的措施，密切了汉

藏的兄弟情义。使得两地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互通有无，促进了宋与吐蕃贸易

的发展。 

总之，宋与吐蕃经过长时间的经济互助和军事交往，双方的依赖关系逐渐增

强，这为双方茶叶贸易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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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形式 

我国最早发现茶树，经历了宋朝以前各个朝代的发展，对茶叶的了解不断加

深，茶叶不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作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在社

会中流通。张堂恒的在《茶叶贸易学》中谈到中国古代的茶叶贸易时提到“中国

是茶叶的发源地，在原始社会就开始采集和利用茶叶。茶叶从野生到栽培的发展

阶段，说明了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品交换的萌芽。”
1
后来经过栽培，提高了

茶叶的产量，为茶叶的商品交换提供了条件。“中国的产茶已经有 3000 余年的历

史，茶叶贸易业也有 2000 余年的历史”
2
早在春秋末期，就出现了茶叶贸易。茶

叶贸易经过前期的发展，在宋代已经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椽在《茶叶贸易学》中把茶叶贸易定义为：“茶叶贸易是指专门从事茶叶

商品的买卖和与此有关的一切活动，或可称之为茶叶商业，对茶叶商品的买卖起

到中介作用。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方法为茶叶生产者和茶叶消费者之间起桥梁沟通

作用。”
3
并且书中对茶叶贸易的产生也有相关的叙述，即“茶叶贸易，生产茶叶

的国家为了政治经济的需要，就要出口茶叶，有些国家为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必需进口茶叶，因此，就产生茶叶对外贸易或国际茶叶贸易”
4
。依据陈椽对茶

叶贸易的定义，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是必然的。 

依据茶叶贸易学的分类，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属于边销茶叶的范畴。“我国

习惯上以销路分茶叶内销和茶叶外销。内销包括边销，外销包括侨销。从历史发

展来看，是先推广内销次及边销。”
5
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属于边销，在宋代茶叶

贸易繁荣，中原人民饮茶日盛，内销茶叶达到一个高峰，并且形成宋代独特的茶

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茶叶销往吐蕃也顺理成章。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贸易形

式主要有三种即榷场贸易、贡赋贸易和走私贸易。 

                                                        
1
 张堂恒：《茶叶贸易学》，第 17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版。 

2
 张堂恒：《茶叶贸易学》，第 17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版。 

3
 陈椽：《茶叶贸易学》，第 13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版。 

4
 陈椽：《茶叶贸易学》，第 1--2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版。 
5
 陈椽：《茶叶贸易学》，第 20 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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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榷场，是指中国古代宋、辽、金、元时期，各政权在边境上对敌对政

权开放的互市贸易的场所，“榷”，意为“专卖”、“专利”，即官府专卖，小民不

得私自经营。《汉书·景十三王传》韦昭注有：“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也”。

1因此，榷场是宋选定特定的地点作为双方交易的场所，是官府严格控制和管理

的贸易场所。榷场贸易是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的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在榷场贸

易中所用茶叶大多来自宋朝所榷的茶叶。宋与吐蕃榷场贸易的展开与榷茶制的存

在和发展紧密相关，榷茶制的实行是榷场贸易存在的重要保证。 

在宋代，榷茶是茶政的重要内容，茶政是国家对茶叶的生产、贸易、税收的

各个环节颁布和制定的一些规定、制度、法令和政策等内容的总称。是政府对茶

叶买卖整个生产流通过程的干预，是茶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榷茶的实行，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我国最初的茶政开始于唐朝，唐

文宗九年(735 年)十月，“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

涯始也”
2
。因与辽、金、西夏等国长期对峙，宋政府在边境设立榷税机构，垄

断贸易，在乾德二年（964 年），宋代开始榷茶，在京、建、汉（汉阳）、蕲口（今

湖北蕲春）各置榷货务开始榷茶，茶叶专卖成为一种制度。 

到唐宣宗大中六年（852 年）在盐铁转运使裴休主持下，创立税法十二条，

规定对私营茶叶者施以酷刑。至此我国的茶法进入到稳定的状态，各项政策的实

施比较顺利，并且符合实际需要，但是由于唐末和五代的战乱，法制大乱，后唐

时期，“于各要冲设税茶机构，自湖南至京（今洛阳）六七区纳税，以至商旅不

通”。
3
宋代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收入，需要增加茶税，一方面为革除宋以前茶税

的各种弊端，更好的保证茶叶生产和正常的流通，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边境相对

稳定，对边境贸易从严治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中提到：“一般而言，边

市侧重于政治，海市着眼于经济。故历代对边境贸易掌握，相对从严。”
4
    

由于吐蕃部民对茶叶的喜爱，为了和吐蕃进行茶叶贸易，宋代设置榷场，并

且把它纳入官方管理和经营的范围内，设置机构对茶叶实行专卖，国家和官府在

榷茶的过程中参与到茶叶交易的各个环节，垄断茶叶的生产和贸易，通过低价向

农民收购，高价向商人售出。宋代，全国设榷货务二所，官营山场十三所。茶农
                                                        
1
 参见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第 8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期。 

2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17 下，本纪 17 下，文宗下，第 561 页，中华书局，1975 年版。 

3
 朱自振：《茶史初探》，第 78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年版。 

4
 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第 48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一）榷场贸易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1 

均受制于官吏，称为“园户”。园户生产茶叶先向附近的山场兑取本钱，然后经

过加工制成，在以成茶折交本钱，剩余的茶叶不能卖给别人，要全部售给山场，

不得私自买卖，茶商买茶先交付金帛，然后凭券到货栈和山场取茶运出销售各地。

除 1059 年到 1101 年一度实行通商法外，基本上实行榷茶。 

宋朝与吐蕃关系较好，为了发展双边关系，决定在双方互市的地点设置榷场，

为双方进行贸易提供便利。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 

    延年又言：“昔汉用西域之兵破荡诸戎，得以夷狄攻夷狄之术。去年授 

唃 啰厮 节制，命助讨元昊，宜募愿使其国者，护发其兵，如有功，则加以王 

爵，置榷场，许市易羊马，以通货财。”
1
 

榷茶贸易是榷场的主要内容，《宋史》中载：“边州置榷场，与蕃夷互市，而

自京辇物货以充之。其中茶茗最为烦扰，复道远多损败，湘建议请许商贾缘江载

茶诣边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复有征算之益。”
2
由于运输路途遥远，茶叶在此

过程中多有损坏，故在边境置场，准许茶商直接进入边境进行贸易，改变以前的

把茶叶运往京师再转运至边境的做法。这种贸易形式的存在对茶叶贸易顺利进行

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方面，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地点和茶叶集散地，便于集中交易

和买卖。另一方面，方便官方下达指令和管理。 

    随着榷场贸易的不断发展，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确定了稳定的六务十三场。

《宋会要辑稿》载： 

    三朝国史食货志十三场，蕲州王祺一也，石桥二也，洗马三也，黄梅场 

四也，黄州麻城五也，庐州王同六也，舒州太湖七也，罗源八也，寿州霍山 

九也，麻步十也，开顺口十一也，商城十二也，子安十三也，六榷货物，江 

陵府务一也，真州务二也，海州务三也，汉阳军务四也，无为军务五也，蕲    

州之蕲口务六也。
3
 

其中十三场是收茶场，六榷务主管东南地区的茶叶储存和销售，是重要的茶叶集

散地。 

    随着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一些榷场发展成为茶叶贸易的中心，其

中以秦州和熙州最为著名。秦州位于甘肃境内，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史料中载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7，仁宗康定元年，第 3004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277，列传 36，索湘传，第 942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136 册，食货 30 之 31--30 之 32，第 5334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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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远”
1
。由此可见在渭水南岸的秦州是陇右通关中、蜀

中的三岔交汇之地。由于其在地理上的优越位置，它成为西北地区的贸易中心，

因此宋与吐蕃地区的茶叶贸易也多在此地进行，秦州成为茶叶榷场贸易的重要地

点。 

秦州之地成为中原和吐蕃商人交易的主要地点始于五代，《旧五代史·王思

同传》载：“秦州与吐蕃接境，蕃部多违法度。臣设法招怀，沿边置寨四十余所，

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饮食之界上，令纳器械。”
2
入宋后，宋朝先后在秦（甘

肃天水）、渭（今甘肃平凉）、原（今甘肃镇原）、仪（今甘肃华亭）、环（今甘肃

环县）、庆（今甘肃庆阳）、阶（今甘肃武都）、文（今甘肃文县）、成（今甘肃成

县）、茂（今四川茂汶）、黎（今四川汉源）、叙（今四川宜宾）、南平军（今贵州

平塘）、长宁军（今四川珙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及永康军（今四川灌县）

等地设置榷场，大量榷场的设置为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提供了便利。 

熙宁三年（1070 年）二月十一日，王韶言：“沿边州郡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

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

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千万

贯。”
3
从此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熙宁三年之前，秦凤路是宋与吐蕃贸易的集

散地，但是王韶提议将贸易机构转入吐蕃腹地，在得到朝廷的支持之后在沿边设

置交易场所。于是，宋朝便在吐蕃腹地秦、凤、熙、河、兰、岷、湟等七州设置

了市易务和榷场。这些交易场所的设置大大方便了茶叶贸易。 

熙宁六年（1073 年），宋朝将榷场贸易中心由秦州转到熙州，“诏徙秦州茶

场于熙州，以便新附诸羌市易故也”。
4
熙州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地点。至此，以秦

州和熙州为中心的秦凤路和熙河路，便成为宋与吐蕃榷场贸易的主要茶、马交易

集散地。史载： 

       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

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

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
5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7，真宗大中祥符九年，第 1993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2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 65，唐书 41，列传 17，第 868 页，中华书局，1976 年版。 

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147 册，食货 55 之 31，第 5763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5，神宗熙宁六年，第 5964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5
 汤开建、刘建丽：《宋代吐蕃史料史 2》，第 32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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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宋朝在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设置买茶场收买茶叶，到秦凤和 

熙河路进行茶马交易。 

        十一月二日又奏准朝旨于本路出产茶州军相度计置买茶津，般往熙河、

秦凤路出卖，勘会洋州、集州、兴元府出产茶货，内集州近巳废罢，本处产

茶不多，难以置场收买，外有兴元府、洋州，广产茶货，自来通商兴贩，乞

与转运司同共相度，于兴元府、洋州置场收买，津般往熙河、秦凤路出卖。

1
 

材料中，宋朝在产茶较多的兴元府、洋州设置买茶场，收买茶叶，到熙河路、

秦凤路出卖。 

    总之，榷茶的实行，榷场的设立、发展及榷场贸易的展开为宋与吐蕃进行 

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起了促进作用，使榷场贸易成为茶叶贸易中最主要的贸易 

形式。 

（二）贡赐贸易    

所谓贡赐贸易即两国之间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以“贡”和“赐”的名义进行

物品交换，即吐蕃以“贡”的名义把马匹、珍珠、乳香等贡献给宋朝，以换取宋

朝的惠遇；宋朝以“赐”的名义把大致等价的茶、金、银和衣着等物赐给吐蕃，

使他们得到实惠。而茶叶的贡赐贸易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贡赐贸易存在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宋朝的强大和吐蕃的弱小，这种对比是

贡赐贸易存在的内因。经唐末、五代十国到宋初,吐蕃已经显现了衰弱局面，史

料中载：“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
2
“其俗多有世仇,不

相来往,遇有战斗,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

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
3
,而此时汉族统治下的北宋王朝,则具有“以国家

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
4
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的差距，导致

宋在气势上占上风，并且也尽显吐蕃蛮荒之地的孱弱，从而导致了吐蕃向宋进贡。 

其次，传统的自古贵中华，轻夷狄的民族观念一直存在。即：“中国戎夷五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48，第 3297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元）脱脱：《宋史》卷 264，列传 23，宋琪传，第 9129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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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1
。在北宋王朝经略西北边陲的一个多世纪中,宋不

可避免地对西北边陲吐蕃部族怀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偏见和歧视心理,但在大多数

时间里,即使是在宋室的汉族统治者视吐蕃部族为“边患”的时候,他们也宁愿“念

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
2
，以“特

示怀柔,各从宽宥”
3
的民族政策,来缓和宋与吐蕃的紧张局面，化解矛盾,促进两

者的友好相处，为此，宋经常赐予吐蕃物品，以增加交往和互信，这在史料中也

有记载：“厚加慰抚,赐以束帛”
4
，以求“聿求内附，俾之安辑”

5
 

从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唐与吐蕃开始进行茶马交易，那时回纥入贡，

亦以马易茶。到了宋朝，宋与吐蕃经济联系加强，某些商品的交换，为两族人民

生活所必需。此时吐蕃地区虽处于割据状态，但和中原的经济联系仍不断发展。

当时物品的交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吐蕃首领进贡和宋朝赏赐的方

式，进行官方的交换；另一种是宋朝政府通过商务机构在沿边各地召募蕃商，广

收良马，河湟的马匹等物便源源输入内地，汉族人民的茶叶等也大量地交换给吐

蕃 。 

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唃厮啰贡马 582 匹，换回 12000 两黄金价值的金

属货币、茶叶和药材等物。至熙宁十年（1077 年），董毡复以进“贡”的方式给

宋运去一批马匹、珍珠、象牙和玉石：宋也以回“赐”的方式，给了董毡一批茶、

衣着和金银。其他部落若有物资运来，宋亦照例换给物资，并在价银之外另给其

一定的钱财物品。元丰二年（l079 年），宋朝特许董毡随时从事贸易。元祐元年

（1086 年），为促进贸易，宋规定从优回赐，董毡进“贡”的物资，宋每次回“赐”，

均按其值增赐十分之三。由于吐蕃与宋朝长期保持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到

瞎征继位时，仍援例于绍圣五年（l098 年）向宋朝进“贡”马匹，宋朝回“赐”

了大量银钱和布匹。吐蕃与宋朝之间的物资交换，促进了双方友好关系的建立。

吐蕃有时还采取方便措施，以救宋之急。如宋在战时把甘肃各处的存茶运到湟州，

                                                        
1
 王云五、朱经农：《礼记》，王制，第 16 页，商务印书馆，194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2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5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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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总是加数换给马匹，贡赐贸易是宋政府和周边地方政权间物资交换的一种形

式。每次贡赐，使节们所率人员、物资、规模很像一个商队，他们以朝贡为形式，

携带大量吐蕃当地土特产，到中原来换取本族所需要的铜、铁、草药、帛锦、茶、

绢等。 

宋政府十分重视贡赐贸易，在宋代职官的设置中就有鸿胪寺专管此事。《宋

史》载：“ 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

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二，丞参领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

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

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
1
并且鸿胪寺中设有都亭西驿及管干所、礼宾院、

怀远驿等，使其各司其责，“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供奉之事。礼宾院，

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

州，西蕃、龟茲、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贡奉之事。
2
 

在与吐蕃的贡赐贸易中，吐蕃部族一般以贡马为主，还包括一些吐蕃当地特

有或珍贵的象牙、玉石、乳香等。而宋朝一般回赐吐蕃当地稀缺的药、茶、绢、

供帐等物品，对此，史料中有大量的记载“‘六谷部’每次进贡的马匹达两千至

五千余匹。而宋朝则回赐数百彩缯和数万斤茶叶”3“明道元年(1032 年)，唃厮

啰，温逋奇到宋朝进贡，宋朝封赐唃厮啰世袭邈川吐蕃大首领、宁远大将军、爱

州团练使，封温逋奇为归化将军，每月给唃厮啰大彩 15 匹、角茶 15 斤、散茶

50 斤；每月给温逋奇大彩 10 匹、角茶 5斤、散茶 50 斤，作为他们的月俸。”
4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礼节上的友好往来，实际上，这是宋朝与吐蕃之间政治

色彩浓厚的变相的贸易往来，在宋与吐蕃长期友好交往中，二者之间的贡赐贸易

十分频繁，表 2-1 则是宋与吐蕃贡赐贸易以茶叶为主要内容具体记载。 

         表 2-1， 宋与吐蕃贡赐贸易的往来记录 

时间 吐蕃部族 吐蕃的贡品 宋回赐的物品 资料出处 

咸平五年

（1002年） 

丰州团练使

王承美 

 银器百两、绢百匹、

茶三百斤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五十二

                                                        
1
（元）脱脱：《宋史》卷 165，志 118，职官 5，第 390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165，志 118，职官 5，第 3903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吴健礼：《古代汉藏文化联系》，第 96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4
 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第 420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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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五年

（1002年） 

六谷首领博

罗奇 

贡马五千匹 诏厚给其直，别赐

彩百匹，茶百斤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五十三

大中祥符

八年（1015

年） 

西蕃首领嘉

勒斯赉、埒克

遵、温不且、

摩罗木丹 

贡名马，其

直，约钱七百

六十万 

诏赐锦袍、金带、

供帐、什物、茶药，

金七千两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八十四

大中祥符

八年（1015

年） 

默星族首领

郢成斯纳 

 赐锦袍、银带、茶

彩有茶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八十五

宝元元年

（1038年） 

嘉勒斯赉  彩绢千匹，角茶千

斤，散茶一千五百

斤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一百二

十二 

宝元二年

（1039年） 

藏擦勒凡三

十八族 

将羊、马入贡 每岁自丰州十土赍

锦袍、腰带、彩茶

等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一百二

十四 

至和元年

（1054年） 

吐蕃辖戬 贡马 欲月增大彩茶五

匹，角茶五斤 

《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一百七

十六 

宋与吐蕃的贡赐贸易，不仅是一种互助友好的手段，还是一种互通有无的贸

易形式。从所列例子中可以看出，双方的茶叶贸易比较频繁，交易量很大，宋朝

回赐的物品以茶为主，有利于茶叶输入吐蕃。并且从所列的物品种类看，宋与吐

蕃都达到了互通有无的目的，获得自己紧缺的物品，充分体现了互市贸易的作用。 

在贡赐贸易中，宋与吐蕃的贡赐物品在价格上基本是等值的，在史料中有这

样的描述“九年秋，秦州言蕃部以羊马来献，各已宴犒，欲用茶绢答其直。”
1
“十

一月，使来，贡马五千匹。诏厚给马价，别赐彩茶百段，茶百斤”。
2
由此可见贡

赐贸易是一种等值的物品交换，表现形式是贡赐互惠，且这种贸易形式不是在商

品市场中进行。 

                                                        
1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4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492，列传 251，外国 8，第 14156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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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贡赐贸易中，茶是所赐物品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物品，这也是由当时宋

与吐蕃特定的条件决定的。茶叶贸易是贡赐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贡赐贸易为

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种重要途径，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 

（三）走私贸易 

走私贸易是相对榷场贸易的一种形式，是双方政府都不承认的非官方的民间

非法贸易。宋时，宋与吐蕃之间走私贸易十分活跃，宋朝官员李复在《乞置榷场》

中描述过熙河路走私贸易的盛行状况： 

    臣窃见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常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 

出熙河路......其所赍蕃货，散入诸路，多是禁物，民间私相交易，远商物 

货厚利，尽归于牙侩。臣累次详问所赍物货，上者有至十余万缗，下者亦不 

减五、七万。1 

    材料中，民间交易物品大多是禁物，并且交易额十分大，最大有十万缗，最

少也有五、六万缗，由此可见走私贸易十分猖狂。 

    茶叶走私贩卖是双方走私贸易中的重要内容，自古就有，在宋代尤其严重。

所谓私茶，通常是指非官有或违禁贩卖的茶叶，在宋代被称为“伪茶”。凡未领

引票和未经批准私自贩卖以及违禁偷运出境的茶叶均被视为私茶。2 

茶叶走私贸易发生的原因。首先，是由榷茶严重损害了茶商和茶农的利益导

致。榷茶所输劳役的压力，官府的剥削导致民不聊生。在《栾城集》中有一段记

述： 

    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元丰之初, 始 

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贴铺般运, 不一二年, 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 

人夫, 和雇不行, 即差税户。其为骚扰，不可胜言。后遂添置递铺, 十五里 

辄立一铺, 招兵五十人, 起屋六十间, 官破钱一百五十六贯, 益以民力,  

仅乃得成。今已置百余铺矣。若二百余铺皆成,则是添兵万人, 衣粮岁费二 

十万贯,见招填不足，旋贴诸州厢军。逐州阙人，百事不集。又茶递一人日

般四驼, 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远山行六十里, 稍遇泥潦, 人力不

                                                        
1
《四库全书》第 1121 册 ，集部 60 别集类，第 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2
 参见陶德臣：《宋代对茶叶走私的法律制裁》，第 29 页，《中国茶叶》，2010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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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逃匿求死，嗟怨满道。
1
 

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闰二月，右司谏苏辙言:“至于榷茶之法，以贱价

大秤，侵损园户；以重擎峻限，虐害递铺；以折博兴贩，搅扰平民。”2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得出，由于政府管制严格，严重侵害了茶园户和商人的利

益，民不聊生，以致走私茶叶成为商人的一种选择，成为茶商免受官府侵害，保

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 

其次，由于吐蕃人的饮食结构和当地地理环境的限制，吐蕃对茶叶的需求量

很大，因此私贩茶叶有利可图。“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

3
，可见商人对茶利的追逐是茶叶走私贸易猖獗的根本原因。贩卖私茶可以逃避

大量茶税“蕃贾与牙侩私市，其货皆由他路避税入秦州。”
4
自从宋朝开始榷茶制

以来，官府垄断了茶叶买卖的各个环节，专卖茶叶使得政府获利颇丰，严重损害

了商人的利益。于是大量往来于吐蕃和宋的茶叶商人便甘冒风险贩卖私茶，以至

于私茶贩卖屡禁不止。 

私茶因逃避茶税，不利于宋朝与吐蕃的茶马贸易，为了维护正常的茶叶互市

贸易，保护大多数商人的利益和国家税收，宋朝对茶叶走私贸易进行了严厉的打

击。宋朝为了保证政府对茶叶的管制和专卖权，制定了严酷的刑法来制止茶叶的

走私，如《宋史》载：“主吏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轻

减。太平兴国二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淳化三年论直十

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凡结徒持仗贩易私

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5
。宋朝为了禁止茶叶走私，还鼓励民间对此种

违法现象进行告发，采取以资鼓励的方式，《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秦、熙、

河、岷州、通远军五市易务，募博买牙人引致蕃货赴市易务中卖，如敢私市，许

人告。每估钱一千，官给赏钱两千。”
6
《宋史》中也有相关的记载：“私市者许

纠告，赏倍所告之数”
7
。现代研究者也谈到宋朝对走私贸易的严厉打击“法律

规定，民户私买茶四十斤，用钱八百文，即判徒刑一年，而盗脏刑律规定，盗脏

                                                        
1
（宋）苏辙：《栾城集 中》卷 36，论蜀茶五害状，第 788--78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69，哲宗元佑元年，第 8906 页，中华书局，1992 年版。 

3
（元）脱脱：《宋史》卷 183，志 136，食货下 5，第 4479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186，志 139，食货下 8，第 4552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5
（元）脱脱：《宋史》卷 183，志 136，食货下 5，第 4478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99，神宗元丰二年，第 7272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7
（元）脱脱：《宋史》卷 186，志 139，食货下 8，第 4552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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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贯才判刑一年”1由此可见宋朝对茶叶走私极为重视，这从侧面反映了宋代茶

叶走私贸易的猖獗。 

宋朝虽然制定了刑法来打压茶叶走私贸易，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杜绝这种现

象。随着宋与吐蕃经济联系的紧密，走私贸易作为一种互通有无的交易方式，满

足了人们的需要，为双方的互市交往构建了桥梁，使得吐蕃商人和汉商之间茶叶

走私贸易一直往来不断。 

第三，宋时边境战事频繁也成为走私贸易频繁的重要原因。“近累降指挥，

陕西、河东诸路止绝汉蕃民毋得与西人交市。闻去冬今春出兵之际，稍能断绝，

自后无复禁止。近方令回使议立和市，苟私贩不绝，必无成就之理；及未通和间，

使敌有以窥测我意。可申明指挥下逐路经略司。”
2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互市贸易不是常年稳定开展，而是时断时续，有时

地方政府禁止互市交易，如材料中,陕西、河东诸路禁止汉蕃与西人交易，有时

互市会因边疆战事的存在，而自行断绝。从材料中后一句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当对

方要求与宋朝建立互市贸易的时候，宋政府因害怕互市使敌方的间谍混入互市

中，窥探宋方，所以终止贸易往来。而双方对互通有无物品的需求，即吐蕃对茶

叶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就为走私贸易提供了条件。 

    在边疆战事较紧的时候，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会把互市带来的不安全

因素作为考虑重点，所以一般会禁市。 

        上批：“壬广渊言：‘知环州种诊申：‘有西界投来蕃部三人，熟知彼国 

事。旧来留在本州询问敌情，今夏国既通和，无所用之，乞发遣于近里州 

军安排。’勘会夏国近才遣使，乞复献款，朝廷方与之要约，尚未知其向背。 

今诊乃敢轻妄，便谓通和，窃恐边防亦已弛备，缓急有误国事’。其种诊未 

欲劾罪，可令王广渊严戒，责令依累降指挥，谨敕边备。仍诏投来蕃部三人， 

    更不令赴阙。”
3
 

        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 

    岁赐，严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
4
 

由此可见，虽然宋与吐蕃一直以来都是友好往来，但是由于宋与西夏的关系
                                                        
1
 李兆超：《北宋川蜀区榷茶贸易管理》，第 69 页，《经济科学》，1989 年第 2期。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7，神宗熙宁四年，第 5530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8，神宗熙宁四年，第 5542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186，志 139，食货下 8，第 4564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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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所以，宋朝对与吐蕃的贸易往来比较慎重。吐蕃部民长期

与宋互市交往，比较了解宋朝的情况，宋朝从军事安全的方面考虑，认为吐蕃作

为宋与西夏之外的第三方，会把宋朝的军事情况泄露给西夏。宋与西夏敌视状态

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宋与吐蕃间正常的榷场茶叶贸易往来。   

第四，宋朝内部对与吐蕃互市的存废问题产生过争论，意见不统一，这也影

响到双方正常的互市交流，成为茶叶走私贸易的另一个重要诱因。   

        京曰：“不止为此，兼韶言市易事亦不便。”彦博因助之。上曰：“市易 

无不便。”彦博曰：“官中更为贩卖事，诚不便。”安石曰：“且不论古事，止  

以今事论，公使皆贩卖，人无以为不便，何也?”彦博曰：“近日事多，费更 

不足，如置古渭以来，秦州愈不足。”安石曰：“今日古渭，文彦博亦不知其 

不可废，所以费不足，正由不理财故也。既拓地，则须理财以足其费，此乃 

市易之所以不可无也。”
1
 

材料中，王韶认为宋与吐蕃互市有很多弊端，即材料中所说的为官的人中有

很多参与贩卖。从王安石和彦博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宋朝政府设立互市表面上是

为方便宋与吐蕃人们交换物资，但本质上是把互市贸易作为宋朝理财的一种措

施。在王安石看来，设立互市虽然会有很多不利之处，但以宋朝目前的状况来分

析，互市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互市贸易之利补朝廷的费用之不足。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官方互市贸易因受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贸易的时断

时续，十分不稳定，这严重影响了双方的互通有无，致使民间茶叶走私一直不断。

互市的存在对汉蕃民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互市贸易是满足吐蕃部民日常生活

所需要的茶叶的主要来源，所以，当榷场贸易不能正常进行时，走私贸易便会作

为必要的补充，因此走私贸易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必然的。 

依宋朝法律，茶叶走私贸易是一种违法和不正当的贸易形式，但这种贸易形

式作为榷场贸易的重要补充，客观上满足了双方对物品的需求，特别是吐蕃对茶

叶的需求，是一种有效的贸易形式。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4，神宗熙宁四年，第 5460--5461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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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茶叶产地 

 （一）宋代的主要茶叶产地 

宋代以前的茶叶产地十分广泛，这成为茶叶贸易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华

阳国志》中有对茶叶产地的记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

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 畜。桑、蚕、麻、苧、鱼、盐、铜、铁、丹、漆、

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 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

数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茇。”
1
 

“巴”是我国古代巴郡，相当于今四川旺苍、西允、永川等地。从这段史料

中看出，巴郡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且茶已经作为地方特产供奉朝廷。 

除巴郡外，什邡、平夷、武阳、武陵等地也是重要的产茶地。什邡，史料中

载“什邡县；山出好茶”
2
，什邡属于广汉郡，在宋代时有“卖茶一场”

3
之说。

武阳，西汉王扁褒的《僮约》中有“武阳买茶”
4
，可见武阳是当时重要的产茶

区。平夷，“山出茶、蜜”
5
，平夷县所在的南中地区也是重要的产茶区。武陵，

《北堂书钞·酒食部·茶篇》中记载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
6
由此得出，

武陵也是重要的产茶区。 

陆羽的《茶经》也记述了一些茶叶产区，即西阳、武昌、庐江，巴东，史料

中这样描述：“《铜君录》：西阳、武昌、庐江，昔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

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天门冬、菝葜取根，皆宜人。又，巴东

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
7
此外还有溆浦：“《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

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
8
；

黄牛、荆门、女观、望周:“《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

                                                        
1
（晋）常璩，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 1，巴志，第 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2
（晋）常璩，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 3，蜀志，第 16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3
（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 7，成都府路，第 313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4
（宋）章樵注：《古文苑》卷 17，僮约，第 121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5
（晋）常璩，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 4，南中志，第 26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6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 144，酒食部 3，茶篇 8，第 646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 

7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60 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8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61 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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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焉”
1
；临遂：“《括地图》：临遂县东一百四十里处有有茶溪”；永嘉：“永嘉县

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2
；山阳：《淮阳图经》；“山阳县南二十里处有茶坡”

3
；茶陵：

“茶陵着，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4
。 

到了宋代，茶叶产区在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当代著作对此做了详细统计。

朱重圣在《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中合计了宋代的茶叶产区，包括“十五路、二

府、八十二州、十三军、二七五县、二城。”
5
“若以府州军计，则以两浙路最多，

荆湖北路、成都府路、江南西路、东路、荆湖南路、利州路、广南西路依序次之，

福建路、淮南西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广南东路、京西南路、淮南东路依序又

次之。”
6
并且书中以列表的形式对宋代产茶的路、府、州郡县都一一列出，以对

产茶区有一个具体形象的认识。 

         表 3-1，宋代茶叶产区分布区7 

                                  淮南西路 

蕲州： 蕲春、广济、黄梅、蕲水、罗田     庐州：舒城 

舒州：怀宁、太湖、宿松、桐城            寿州：六安                              

黄州                                    庐州：舒城 

庐州：舒城  

                                    淮南东路 

扬州                                     

                                     两浙路 

越州：会稽、山阴、余姚、上虞、萧山、新

昌、诸暨、嵊                           

苏州：吴县 

明州：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奉化、鄞  杭州：钱塘、于潜、临安、余杭、新城、富

阳 

婺州：金华、兰溪、东阳、永康、浦江、武

义、义乌 

处州：澧水、龙泉、松阳、遂昌、缙云、青

田 

温州：永嘉、平阳、乐清、瑞安            台州：临海、宁海、天台、仙居、黄岩 

湖州：乌程、归安、德清、武康、长兴、安   吉 常州：宜兴 

衢州：西安、江山、龙游、常山、开化 睦洲：建德、寿昌、淳安、遂安、桐庐、分

水 

                                   江南东路 

                                                        
1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62 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2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62 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3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62 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4
 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第 62 页，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 

5
 参见朱重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第 108 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 年版。 

6
 参见朱重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第 108 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 年版。 

7
 参见朱重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第 104--108 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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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宣城、南陵、太平、宁国、旌德、泾 歙州：休宁、婺源、绩溪、祁门、黟、歙 

江州：德化、瑞昌、德安                  池州：贵池、青阳、石埭、建德 

饶州：鄱阳、浮梁、德兴                  信州：上饶、铅山、弋阳、玉山、永丰、贵

溪 

太平州：繁昌                            广德军：广德、建平 

                                        

南康军：星子、建昌 

 

                                   江南西路 

洪州：靖安、新建、分宁、奉新、南昌、武

宁、丰城、进贤                          

抚州：临州、崇仁、宜黄、金溪、 

筠州：高安、新昌、上高                  袁州：宜春、萍乡、万载、分宜 

赣州：瑞金、赣                          吉州：庐陵、永新、永丰、太和、安福、万

安、吉水、龙泉 

兴国军：永丰、通山                      临江军：清江、新喻、新淦 

建昌军：南城、南丰、新城、广昌          南安郡：大庾、上犹、南康 

                                    荆湖南路 

潭州：善化、长沙、浏阳、湘阴、醴陵、衡

山、宁乡、湘潭、安化、益阳、湘乡、攸 

衡州：耒阳、安仁、常宁、茶陵 

永州：零陵 邵州：邵阳、新化 

全州：清湘、灌阳 郴州：永兴、宜章、桂阳、郴 

桂阳军：平阳、蓝山 武冈军：武冈 

                                     荆湖北路 

江陵府：江陵、松滋、石首、枝江 澧州：澧阳、石门、慈利 

鼎州：武陵、桃源、龙阳 鄂州：蒲圻、江夏、通城、武昌、嘉鱼、咸

宁、崇阳 

岳州：巴陵、平江、临湘、华容 归州：秭归、巴东、兴山 

峡州：夷陵、宜都、长杨、远安 沅州：庐阳、麻阳 

辰州：沅陵、辰溪 復州 

荆门军：当阳  

                                     福建路 

建州：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瓯

宁、建安 

南剑州：将乐、尤溪、剑浦、顺昌、沙 

福州：古田 汀州：宁化、上杭、清流、武平、长汀、莲

城 

邵武军：泰宁、邵武、建宁、光泽 泉州 

漳州  

                                    广南东路 

循州：龙川 南雄州：保昌 

                                    广南西路 

桂州：临桂、灵川、兴安、荔浦、义宁、永

福、古、修仁 

融州：融水 

浔州：平南 □林州：南流、兴业 

宾州：领方 昭州：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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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府路 

邛州：火井 蜀州：永康 

彭州：九陇、濛阳、崇宁 汉州：绵州 

绵州：巴州、彰明 雅州：庐山、名山、百丈、荣泾 

嘉州：洪雅、峨眉 眉州：丹稜 

简州 永康军：导江 

石泉军  

                                    潼川府路 

合州 渠州：流江、大竹 

泸州：九支城、武都城  

                                     利州路 

兴元府：南郑、西 洋州：兴道、西乡、真符 

巴州 集州 

利州：绵毂、昭化 兴州：顺政、长□ 

大安军：三泉  

                                      夔州路 

忠州 达州 

珍州  

                                    京西南路 

金州 襄州：南漳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茶叶产区主要集中在南方，茶树种植面积广，形

成了广泛的茶树种植区域，区域化的种植保证了茶叶的产量，这么大的茶叶产出

量在满足中原人民对茶叶需求的同时，还可输出到吐蕃地区，设场互市，进行茶

叶贸易。 

（二）四川成为供应吐蕃主要的茶叶产地 

    宋代的茶叶产量非常大，南方地区尤甚，为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提供了数量

充足的茶叶。在整个宋代，四川成为供应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最主要产地，蜀茶

也成为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最主要种类。 

    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宋代的年平均气温比唐代大约低二至三度，这对茶有

很大的影响，茶树对温度的要求十分高，喜温热，寒冷的气候条件导致茶树萌发

时间推迟，由于各地降温幅度不同，降温较多的地方有大面积的茶树被冻死，这

些改变使得宋代的茶叶中心转移到我国东南一带，但是四川还是产茶的重要区

域，并且大量的四川茶叶行销吐蕃地区，用于交易互市。 

宋代，我国的茶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四川的茶叶生产特别发达，产量占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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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茶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是全国出产茶叶最多的地区，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我国

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地区之一。蜀茶远销吐蕃地区，主要供应吐蕃等少数民

族，满足他们对茶叶的需求。宋代四川四路茶叶产量很大，现代研究者把东南地

区的产茶量和四川的产茶量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四川地区是重要的茶叶产区： 

    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 年）前东南地区榷茶所收茶叶，按《宋史·食 

〇货志》记载统计为二、三 六万斤，按《通考》记载统计为二、二九九万斤， 

按《宋会要· 食货》29 〇记载统计为二、二八 万斤。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按《宋史·食货》29 记载统计为一、七八一万 

〇斤，按《朝野杂记》记载统计为一、五九 万斤。乾道年间（1165--1173 

年）的茶产量，按《宋会要·食货》29 统计为一、七六四万斤。把东南与 

四川茶叶产量对比，就可看出，在北宋，四川的茶产量，超过东南地区茶产 

〇〇〇量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南宋，如果四川的茶产量仍按三、 万斤计算， 

〇则超过东南产茶量的百分之四十；如果只以成都府、利州路岁产茶二、一  

〇万斤计算，也超过东南地区茶产量的百分之十五。如果把四川茶产量同东 

南茶产量相加，计算四川的茶产量占宋朝全国茶叶总产量的比重，则北宋时 

约为全国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六；南宋时期为百分之六十二，仅成都府、利 

州二路即约占百分之五十四。由此可见，宋代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四周地区 

是当时全国主要的产茶中心。
1
 

在宋代，四川西北紧接吐蕃部民聚居区，茶叶是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而此时

四川的茶园大多已从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史料载：“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

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

以充衣食。”
2
吕陶曾和诗一首“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晡伏腊皆

仰此，累世凭恃为生涯。”
3
《宋会要辑稿》中载：“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

以羁诸戎，国之所资，民恃为命”
4
这些史料说明，两宋时期四川的茶农自产茶

叶，茶园已经是商品性生产，这为把蜀茶卖到吐蕃做好了充分准备。 

《宋史》载：“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

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文、黎、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

                                                        
1
 参见贾大全：《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第 87 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版。 

2
（宋）吕陶：《净德集 1》卷 1，奏状，奏为役钱乞椿二分准备之用状，第 4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3
（宋）吕陶：《净德集 4》卷 31，七言古诗，以茶寄君仪有诗见答和之，第 329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4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136 册，食货 31 之 11，第 5346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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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马，洮州蕃马一月或两月一至焉。
1
”《四川茶业史》也对此

有所论述，即“四川茶叶品级尚居全国前茅，能够远销全国各地。唐代四川茶叶

不但大量运往西藏和陕西地区，‘南走百越，北临五湖’，而且‘岁取数百万斤，

兼落东下’，运往东南地区。这同宋代建茶兴起，四川茶叶须行销西北和吐蕃地

区。”
2
 

四川成为供应吐蕃茶叶的主要地区，为了保证与吐蕃茶叶贸易的茶叶数量，

保证茶叶贸易长期连续进行，神宗即位后，在四川实行榷茶，一方面发展茶叶贸

易，另一方面方便宋朝买马，“川陕榷茶之法，本已市骏实边，使茶无滞货，则

马来数多，边备充足”
3
。在王韶的建议下宋代建立了都大茶马司，以方便管理

四川地区的茶叶贸易。宁宗时期，嘉泰元年（1201 年）八月“置四川提举茶马

二员，分治茶马事”4。同年十二月，“命四川提举茶马通治茶马事”。同时这也

标志着四川与吐蕃茶叶贸易繁荣时代的到来。 

神宗熙宁七年（1074 年）规定以四川的茶交换各族马匹，其中与吐蕃交易

的最多。为方便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宋在四川设立茶场，统购统销。“公元 1085

年（北宋元丰八年）蜀茶场有四十一，京西路金州（陕西安康县）有茶场六，陕

西卖茶场百三十二，每年收茶利百余万，市马两万余匹。”
5
《四川茶业史》对四

川买茶场的分布做了详细列表，在表中共有 8 个州，24 个县。且有述“八州共

二十四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路辖区之内。另外，利州路的今陕西汉中地区在熙宁

七年至八年间，还设置了兴元府、在成场、油麻场、城固县场、斯多店场、西乡

场、文州在城场等七个买茶场。”6据统计，孝宗乾道九年（1173 年），四川成都

府榷茶 2100 万斤，榷成都府的茶叶是专销西北的边茶，据其榷茶数量，就可估

计西北每年茶叶贸易量为 20 多万担，由此可以推出用来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的

川茶交易数量十分巨大。宋代四川四路的茶的运销，地区范围涉及陕西熙河、秦

凤、泾原、永兴、鄜延、环庆等六路，其目的一方面是取茶之利，以充国库，更

重要的是以茶叶贸易的方式对蕃夷博马，由此可见，四川成为供应吐蕃的主要产

茶地。  
                                                        
1
（元）脱脱：《宋史》卷 184，表 137，食货下 6、第 451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贾大全、陈一石：《四川茶业史》，第 32 页，巴蜀书社，1989 年版。 

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之 43 之 100，第 3323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38，本纪 38，第 734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5
 黄奋生：《藏族史略》，第 158 页，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6
 贾大全、陈一石：《四川茶业史》，第 53 页，巴蜀书社，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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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榷茶分为两个时期，以熙宁七年（1074 年）为界，熙宁七年前是茶农、

茶商自由买卖茶叶期，“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1之

后就是榷茶时期，由于四川茶政的特殊性，茶叶买卖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宋神宗即位后，北宋王朝的经济、军事、经济政策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神宗希望

可以改变对辽和西夏的屈辱地位，图国富兵强，要求有所振作，于是决定经营今

甘肃洮河流域，以削弱西夏对宋的威胁。而吐蕃各部长期居住在此，但是比较松

散，神宗采纳了王韶对吐蕃各族的建议，在三年之间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

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等州，区域范围达两千

里，蕃族三十余万户，宋在此设置了熙河路。此路的设置大大加强了对西夏的用

兵之势，由于军需开支庞大，所以榷蜀茶以补充军费，史载：“蜀茶之出，不过

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2四川与吐蕃地区临近，就近和吐蕃进

行茶叶贸易，一方面获利，另一方面用来买马，两者都有利于宋代的军事和政治。 

    为保证四川成为供应吐蕃茶叶的主要区域，元丰五年（1082 年），陆师闵建

言设置更多的交易场地，史料载；“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

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余羡茶货入陕西

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
3
，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事皆施行”

4
，这段史

料中的文、乞两地是与蕃部接壤的地区，这两地实行榷茶，方便了双方的茶叶贸

易，可见宋政府对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的重视。《宋史·食货志》中对此做了详

细记载 ： 

        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 

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 

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 

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 

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 

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 

折输绸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 

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命经度， 

                                                        
1
（元）脱脱：《宋史》卷 183，志 136，食货下 5，第 4478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500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500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500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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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属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 

其输受之际，往往厌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
1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四川的茶叶尽榷，所榷之茶大部分都运往吐蕃地区

进行交易，形式是以物易物，即以茶换马，并且政府为保证与吐蕃地区所用的茶

叶，对蜀地的税赋也做了相应调整，用四川的茶叶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在此时是

一种政府的官方行为，具有强制性和压榨性。由此可看出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政

治色彩浓厚，更像是一种为维护国家利益，保证国家边防安全的手段。 

四川的茶叶，是入藏的茶种之一，在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川虽然只是宋代重要的产茶区之一，但事实上是名副其实的

双方茶叶贸易的主要供应地。 

 

 

           

 

 

 

 

 

 

 

 

 

 

                                                        
1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498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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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茶马比价 

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很少使用铜钱，大多是以物易物，更多的是宋朝的

茶和吐蕃的马直接交换，贸易中不会出现中原茶叶贸易中具体的“茶叶价格”，

而是以“茶马比价”代之。茶马比价成为实际意义的茶叶价格，史书在记述、讨

论宋与吐蕃茶叶贸易价格之时，也都是以“茶马比价”称之。 

宋和吐蕃十分重视二者之间的茶叶贸易，十分关注茶叶价格，特别是宋朝，

宋朝官方史料对茶马比价有大量记载，从这可得出“茶马比价”是宋与吐蕃茶叶

贸易的重要内容。 

 （一）定价的原因和依据 

    宋与吐蕃茶叶贸易数量十分巨大，所以制定茶马比价十分必要，这有利于保

证茶叶贸易的有序进行。 

宋初与吐蕃进行贸易，经常出现一些不利于贸易的行为，如强取豪夺，欺压

吐蕃商人等，且官府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有不当之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导致吐

蕃商人经常抱怨，妨碍了宋与吐蕃贸易的顺利进行，为了改变贸易中这种无序混

乱的状态，宋朝从物价入手，制定双方商品交易的价格，随后又依法处置了一些

欺压商户的暴民，随着官府管理的加强，贸易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初，环州

民与吐蕃相贸易，多欺夺之，或至斗讼，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仪使柳开

知州事，乃命一其物价，平其权量，擒民之欺夺者置于法。”
1
 

从材料中可得出，宋朝把稳定物价作为管理贸易的一项重要措施，统一物价

对贸易十分有利。在贸易中商品的价格是否合理关系到交易双方的利益，如果处

理不好，使参与交易的其中一方利益受损，交易便无法顺利进行。为保证宋与吐

蕃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宋朝制定了合理的茶马比价，在制定过程中其依据有以

下几点： 

首先，茶马比价总体是按市场交易的规律，即以马匹的优劣来换取等值的茶

叶，即茶叶价格是由茶叶价值决定，在交易过程中，好茶换好马，这成为制定茶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太宗淳化五年，第 776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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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比价的首要依据。“良马的规格在四尺三寸以上，分三等，上等，支茶 2 驮 2

头，中等支茶 2 驮 20 斤 15.5 两，下等支茶 2 驮 20 斤 7 两。纲马分六等，规格

为四尺七寸马，支 1 驮 1 头 26.5 斤；四尺六寸马，支茶 1 驮 1 头 19 斤 12 两；

四尺五寸马，支茶 1 驮 1 头 14 斤 1.5 两；四尺四寸马，支茶 1 驮 1 头 4 斤 11

两；四尺三寸马，支茶 1驮 49 斤 2 两；四尺二寸马，支茶 1驮 32 斤 12 两。”
1
 

其次，宋在制定茶马比价时，会考虑吐蕃商人的利益，以保证贸易的顺利进

行。元丰六年(1088 年)五月戊寅提举陕西买马司言：“阶州增茶价，恐蕃部马不

至，乞量增马价。”诏：上依旧价，如蕃部不愿请茶，并支钱帛。
2
从材料中看出，

第一，宋朝相关机构在制定茶马比价时，会考虑茶价是否合理，是否能满足吐蕃

商人的要求，虽然材料中增加马价的建议没有被批准，但考虑吐蕃商人的利益也

可算作茶马比价制定的依据之一。第二，茶叶贸易中有此现象不仅因为宋与吐蕃

长期友好和睦相处，更多的是双方都各有所需，宋需要卖茶买马，吐蕃需要卖马

买茶，所以在贸易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第三，宋朝政府在制定茶马比价时，不会受马价高低的干扰，相对独立。 

        陕西买马监牧司奏：“据阶州申，元买马蕃部请大竹茶，每驮一十四贯 

    六百四十文，所有近茶场司每驮添钱五贯三百六十文。近累申上衙，只每驮

减钱一贯文，为茶价高大，买马不行，本司看详阶州茶价，添起钱数，其马

价若只依旧，恐蕃部不肯将马中卖，须致量增马价。诏：只依旧价，如蕃部

不愿请茶，并以见钱物帛收买。
3
 

    由材料可知，陕西买马监因怕吐蕃商人对茶马比价不满意，认为吐蕃商人会

因茶叶价格过高，不肯卖马，于是要求提高马价，并且提出，降低茶价或者增添

马价，以求得贸易的顺利进行，但是官员上书后，得到维持原来茶价的答复。从

这可以得出：一，虽然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与宋朝买马密切相连，两者或同时进

行，但茶叶贸易并不是为买马而存在，具有独立性，若茶叶贸易中茶马互换不能

顺利交易，则由宋朝用钱和物帛等购买马匹。二，茶马比价受朝廷官府控制，在

制定价格时虽然会顾及到买马能否顺利，但价格的调整具有独立性，不随意调整

茶马比价，宋朝政府对价格的制定不受控于吐蕃商人，而以保证合理的茶叶价格

                                                        
1 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第 193 页，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5，神宗元丰六年，第 8062 页，中华书局，2004 年版。 

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62，第 3304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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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整原则。从这两方面来说，宋朝的这种做法，可以保证茶叶贸易的有序、稳

定和持续进行，并且维护了茶商和朝廷的利益。宋朝政府虽然需要大量购买战马，

但并不会因此而对茶叶贸易看轻，更不会因为购买战马不顺利，就随意降低茶价。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吐蕃对茶叶种类也有偏好，即喜欢大竹茶，而且

茶叶价格也因茶叶种类和吐蕃对茶叶的选择而改变，这也是宋朝调整价格时考虑

的因素。 

（二）茶马比价的不合理状况和调整 

    虽然政府对茶叶贸易，但交易一直在市场中进行，所以茶马比价也在一定程

度上遵循市场价格规律，即交易物品的价格会围绕物品的价值而上下波动。所以，

茶马比价会出现各种变动，导致茶马比价不合理，对此，宋政府对比价进行了讨

论，并且提出了调整的具体办法。 

    首先，市场中的茶马比价不稳定，会出现茶叶价格过低或者过高的现象。提

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的茶场公事李稷提到： 

    议者常言茶价高大，国马遏绝，臣以谓博马官司既不用贵茶，自当以银  

帛和市。往时，刘佐定熙河，名山茶每驮直三十七贯省，吕大防用慕容允滋 

价减为二十五贯一百六十省，然去冬，民间且二十七贯足。由是观之，刘佐 

知增而不知减，吕大防知减而不知增。
1
 

从材料中得出，茶马比价不合理，茶叶价格太低，茶叶价格变动和调整不及

时，李稷认为这是相关立法不合理造成的，于是对茶马定价做了规定： 

    一，诸出卖官茶，令提举茶场司立定中价，仍随市色增减，应增减者， 

本州本场体访诣实增讫申茶场司，本司为覆按，若后时及妄谬不实，并随事

大小奏劾施行，应减者，申茶场司待报。一，臣窃详茶法官利在价高以得厚

利，处之无术而并与法坏者，刘佐是也。买马官司利在茶价低，价低则蕃部

利厚，而马有可择。近蒙朝廷已立对行交易法，销去买马官司争价之弊，臣

不复论列，臣以谓既许随市色增，窃恐逐州止□添价却致卖茶数少，须立定

每岁课额及酬赏格法，使人人赴功，则事务不劳而办。
2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0--43 之 51，第 3298--3299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1，第 3299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2

    李稷对茶马比价的制定提出了具体办法：首先，管理机构提举茶场司先定茶

马比价，然后根据市场变化再调整价格，但是必须围绕政府定立价格。这样就可

以防止茶马比价不合理及比较混乱的现象。其次，他还分析了茶马比价不合理的

原因是茶场司和买马司争利。第三，他提出要防各州增价导致的卖茶数量的减少，

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保证茶叶交易和买马两件事顺利进行，制定每年应缴

纳的和所课的茶叶数量，制定赏罚办法，使参与茶马交易的官吏及交易人员都能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此事办好。 

经审议核定熙宁十年（1977 年）卖茶的数量数倍于以往，为此，宋决定对

各买马场所用茶叶数量进行定额，以实施李稷所提出的三条建议，即： 

    秦州额，熙宁十年支卖茶五千九百二十四驮，今定六千五百驮，熙州额， 

熙宁十年支卖并博马共一万三百七十九驮，今定一万九百驮，通远军，熙宁 

十年支卖并博马共六千九百六十驮，今定七千六百驮；永宁寨，熙宁十年支 

卖并博马共七千九十一驮，今定七千五百驮，岷州，熙宁九年卖并博马共三 

千九百四十六驮，熙宁十年卖并博马共三千三百八十六驮，今定卖并博马共 

四千驮并从之。
1
 

    材料中，宋对茶马交易地点秦州、熙州、通远军、永宁寨、熙宁的卖茶额进

行了具体数量限定，一般一驮茶叶重一百斤，宋依据熙宁十年（1077 年）的交

易量，制定出具体的交易量，即秦州额 6500 驮、熙州额 10900 驮、通远军额 6969

驮、永宁寨额 7500 驮、岷州额 4000 驮。从政府根据需求制定交易额中，可得出，

茶叶贸易和买马属于官方的计划性交易，从定价到数量都在政府的掌控之内，贸

易以市场交易的形式存在，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督导、管理和硬性干预。从这些

定额来看，这些地区与吐蕃的茶叶交易量大，熙宁十年（1077 年）为 337.4 万

斤，元丰元年（1078 年）为 365 万斤，对这些规模较大的茶叶交易地点的茶叶

交易量进行定额，对于稳定整个宋与吐蕃的茶叶市场价格，维持合理的茶马比价

有很好的作用。 

   其次，对茶马比价不合理的状况，元丰四年（1081 年）奉议郎权发遗牧判官

公事郭茂恂上奏，提出了有关茶马比价的具体实施办法。即： 

    蕃部将马中官，其价钱并以茶充折，约计每马一匹支茶一驮，如马价高，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1，第 3299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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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价少，即将余数以银、绸、绢及见钱贴支，内银、绸、绢并依逐处在市见 

卖实价纽折，不得有亏官私。其见钱仍计每匹价直不得过十分之一，如不愿 

请银、绢等，只愿以余数算清零茶，亦听从便。如马价少，茶价高，即许贴 

钱请茶，或合并整请领，或据钱数算请零茶。
1
 

    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茶马比价存在变动，为了更好的交易，制定了茶马

比价的中价，即围绕此价上下波动，变动中价格用银、绢及钱等作为支付马价高

出差价的部分。提出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得损害交易中的官府和私人的利益，在

交易过程中，遵循自愿原则。从这来看，中价的制定，遵循了市场中价格围绕价

值上下波动的规律，这里比价的中价就相当于商品的价值。比价中价制定之后，

波动虽然存在，但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第三，茶马比价的价格不合理，除了人为因素外，还有自然因素。首先，茶

叶成色不足，茶叶因积压而质量下降，导致茶马比价失衡，如在元丰四年（1081

年）十一月，各场司上书要求把名山茶专用于博马这事中就提到，由于名山的茶

叶积压，吐蕃对次等的茶叶不满意，使茶马比价出现变动，即茶叶的价值含量大

大降低，一驮茶叶换不来一匹马。其次，季节差异导致茶马比价不合理。由于马

性宜寒，畏热及冬季缺草，使得蕃部卖马多在秋冬季，而夏季较少，春季又多少

不定。为使茶叶堆积和易马量不受影响，元丰六年（1083 年）底采纳张汝贤的

建议，“其来多寡不常，待用之茶亦有别。”于是定买马司名山茶驮数，春秋各三

千加一千，夏减一千。
2
第三，地区差异导致。不同地区马价也不同，《宋会要辑

稿》载黎州和秦州的茶马比价： 

        黎州见买四岁至十三岁四赤四寸大马，每匹用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

折价钱三十文；银六两，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绢六匹，每匹止折一贯

二百文；絮六张，每张止折五十文；青布一匹，止折五百文，约本处价例，

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
3
 

    秦州买四岁至十岁四赤四寸大马一匹，用名山茶一百一十二斤，每斤折 

价钱七百六十九文，比黎州减得茶二百三十八斤，又减省银绢等不少，衮比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4，第 3300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2
 参见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第 139--140 页，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 

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80，第 3313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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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价钱止四分之一”
1
。 

另外，路途远近也会造成比价差异，如吐蕃贩马至秦州要比至熙和路和岷州

远七、八程，一路上的物资耗费比较大，这种距离差异导致秦州马价增加五百文，

岷州和熙和路减少五百文。 

第四，茶马贸易中的茶马比价变动直接影响到茶叶贸易的实现。合理调整茶

马比价有利于茶叶的顺利出卖，为此，官府实行了薄利多销的政策，即降低茶叶

单价，以获取大的交易量。 

        体问得旧日券马上京马价甚高，每匹大约不下三十贯，而茶价其初颇贱， 

每驮不过十二贯，今则马价减于旧日，茶价倍贵于前，缘蕃客往来贩易，须 

有所得乃肯趋利而来。臣今相度，若将博马茶比之用钱及别物货博买者别为 

两等，其博马茶量减钱一贯，已来如此，则蕃部自然多贩马入塞矣。若以谓 

稍亏茶价，缘卖茶之息甚大，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茶价高即马来者少， 

不若稍减以致多马，是其实无损也。
2
 

从材料中看出，茶马比价的变动一直存在，开始时，每匹马的价格在三十贯

钱左右，每驮茶叶约为十二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茶叶价格又贵于马价几倍，

这种现象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表现，是贸易中的常见现象。若照此下去必定会

造成来此交易的吐蕃客商减少，为不损害吐蕃客商的利益，保证来宋交易的马匹

数量，郭茂恂提出以降低对马交易的茶的价格，即减钱一贯的方法来保证吐蕃客

商多贩马，此法对茶价造成一定影响：一，吐蕃商人贩来的马匹数量多了，茶叶

的交易量便会提高。二，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时，茶利本来就十分丰厚。这样，

不会使宋对吐蕃的茶叶买卖造成太大的影响，相反还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即

茶叶交易量和买马量同时提高。由此得出，宋朝会依据具体的情况来调整茶马比

价以解决贸易过程中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保证贸易顺利进行。       

从整体上看，郭茂恂在分析了茶马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之后，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他把保证来宋交易的马的数量作为关键点，从侧面解决茶马比价不合理的状

况，认为来宋交易的马匹数量多了，宋与吐蕃的茶叶交易量就自然会提高。商品

的价格与商品量是挂钩的，保证来宋交易马的数量是保证贸易正常进行的根源，

只有贩马的吐蕃商人来宋互市，才能保证茶叶的出卖，交易量大，才能保证茶利，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80，第 3313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9--43 之 60，第 3303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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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数量稳定，才有利于茶马比价的稳定和市场的持续。 

    第五，由于吐蕃商人不能接受茶马比价，宋朝政府不做出相应让步，导致茶

马比价不合理的状况一直存在，且茶价不断上浮导致茶马比价相距太远，郭茂恂

便上奏，对茶马比价的变动进行了具体描述，“臣昨于去年中奏，乞将博马茶比

见钱及物货博买者，每驮减钱一贯文，即蒙施行。缘今来茶价比之日前增数至多，

又添长不已，而买马价如旧，所较数日相远殊甚。”
1
 

    面对这种状况，郭茂恂向朝廷提出了解决办法，即： 

        臣今相度，若欲稍添马价，缘一增之后难复减损，而日后它物价平，脚 

费稍少，则茶固应可减，不若只将茶价减数，博买所贵，他日易于裁损，可 

复如旧。臣今欲乞，权将应系博马茶，每驮量添色高下及马等第，参酌于见  

折价，上更与减一、二贯以来，仍从本司相度随时增损，候向去脚费渐少，  

茶价稍减，即依旧每驮祗减钱一贯文，所贵蕃部可贩，易于招诱，窃恐茶场  

司以减钱数多，仍乞从依前降朝旨减价钱外，今来所减茶价钱，本司管认别 

作项次拨还，如此，则自不亏损茶司财利。”
2
 

    材料中提出要降低茶叶价格，茶叶价格下降后，与先前茶叶价格的差价，由

买马司拨还给茶场司，以保证不损害茶场司的利益。 

面对这种提议，朝廷下诏：“提举买马司更不兼茶场司，其博马茶每驮比见

卖价更与减二贯文，所减价更不拨还，许理茶场司课息，所有买马司用过茶价，

限岁终拨还取足，不得拖欠。”
3
由此得出，关于茶马比价的制定，提举买马司和

茶场司都不能单独或者商量制定，必须上书，由朝廷批准和下诏。茶场司和买马

司分立的时候，朝廷要求二者独立存在，在制定茶马比价时，会考虑到两司的利

益。在降低茶叶价格的时候，要求买马司不得拖欠茶马司茶钱，要求年底清算还

足。可见茶马比价的最终决定权不在两司，而在中央。 

    总之，茶马比价是宋与吐蕃进行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宋朝十分重视，

及时调整茶马比价，使茶马比价在一个合理稳定的状态，以保证双方茶叶贸易有

序稳定的进行。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62--43 之 63，第 3305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63，第 3305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3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63，第 3305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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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特点和作用 

（一）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特点 

    首先，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与买马贸易密不可分。 

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和买马贸易总是密切联系，二者是互补和共存的关系，

在茶叶贸易过程中，两者交织在一起，这是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最主要特点。《资

治通鉴长编》载： 

   中书言：“川茶元法于茶税并息钱内，岁认定应副熙河博马及籴买粮草。 

乞令提举买茶官岁给熙州、岷州大竹并洋、蜀州茶各三百驮复于茶场司应副 

粮草数内除豁。”从之
1
 

都提举熙河路买马司言：“监牧司阙乏，见欠市易司钱物，而市易司欲俟 

 还足方肯应副买马，递相推倚，实误博马日用，欲乞马价尽用茶货折之。若 

 马客愿贴钱就整，请茶者亦听候所贴，见钱数多即许与茶，兼支庶几，公私 

 两利，其年额博买茶货，乞令茶场相度合用数支拨与四场，候数足然后以剩 

 数拨与转运司籴买粮草。”从之。
2
 

 从上述材料中得出，第一，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宋朝十分重视买马，为顺利

买马，宋朝用茶货折马价，即用茶易马，使得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与买马贸易交

织在一起，合二为一。第二，在茶叶贸易中，政府一直密切注意卖茶与买马，及

时协调二者关系，以保证卖茶、买马顺利进行。 

从上述第一则材料中可知，为了保证熙河路的买马和买卖粮草，提举司给各

州定量蜀茶以应对。从上述第二则材料中可知，同样为了保证买马的顺利进行，

用茶叶折马价。以上两者材料中，可以看出茶叶贸易和买马贸易是同时进行，二

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宋朝的买马就不能顺利

进行。 

    其次，以茶易马逐渐发展为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一种形式，是双方茶叶贸易

的一种必然趋势。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此时宋处于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国家的国防军事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0，神宗熙宁八年，第 6622--6623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
（宋）李焘：《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0，第 3298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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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战马，熙宁七年（1074 年）西河路经略使王韶上奏宋神宗，要求用茶

换马。熙宁八年（1075 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买马，故为一事，乞同提举

买马。”
1
元丰四年（1081 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 

   “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 

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 

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
2
奏可。仍诏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 

从材料中可以得出，在元丰四年（1081 年）之前，茶叶贸易不只是用茶易

马，还兼有其他的物品用来买马。群牧司郭茂恂提议把茶司和马司并为一司，要

专茶买马即雅州名山茶换马，这是应今吐蕃部民要求，因为银绢、钱钞不是吐蕃

想要获得的东西，吐蕃部民希望宋用茶买马。正是吐蕃的这种需求推动了双方的

茶叶贸易，使茶马互换贸易成为茶叶贸易中的一种形式。 

    这种贸易形式的出现，是应吐蕃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也是宋朝为保证双

方贸易的顺利进行，而促成的一种交易方式。中原地区的茶叶贸易，以卖出茶叶，

获得利润为目的，而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茶叶买卖，它还有很

多目的，如作为支付交易的一种物品，获得茶利以购买战马，因此用茶易马成为

双方贸易的一种必然趋势。 

且在奏文中郭茂恂还提到： 

        臣近准诏，防闻陕西转买蕃部马并斛斗所用钱物不如蕃部所欲，致收买 

数目不多，差臣相度，若专以茶博马，以彩帛博籴斗及将茶场买马并为一 

司，如何措置可以经久施行，详具画一闻奏。臣于本路体访得蕃部所欲大抵 

惟茶为急，自来将马中官请到折价银绢等，只是将三、二分归蕃，其余往往 

却赴茶场博买茶货，其买马司所支银、绸、绢等，又例各折价高大，茶场却 

只依市价量添些小钱数，博易其钞亦随时各有亏损，约计一匹马价亏蕃部钱 

多者至四贯以上，少者亦三贯以上，是以不如所欲，致买数不多及少肯将好 

马入塞。臣今相度若专以茶博马，委是利便，兼勘会旧日亦是。用茶充折马 

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自事局既分，祗于近岁已来，专用银绢及钱钞 

等，不复用茶，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今若将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不惟职 

务相济，兼蕃部得茶如其所欲，中国可致多马以充战骑，实为两便。
1
 

                                                        
1
（元）脱脱：《宋史》卷 198，志 151，兵 12，第 4951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198，志 151，兵 12，第 4952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8

从上述材料可以得知：第一，进行茶叶贸易以来，买卖茶叶和买马是分立的

两件事，虽然以前有用茶来折马价，但是茶只是用来支付马价的一种方式。宋向

吐蕃买马是用钱物进行交易，可见茶叶贸易初期和买马没有太大关系，宋与吐蕃

的交易的大部分是物物交换，这种交换方式和以钱易物有很大的不同，用铜钱购

买的物品只要价格合理就可以达成交易，但是物物交换必须在比价合理的基础

上，满足双方对交易物品的需要时，才能达成交易。第二，郭茂恂在上奏文中描

述了当前的贸易状况即：吐蕃商人不喜欢宋用钱物购买其马匹，使得宋朝买到的

马匹数量很少。吐蕃各部需要大量茶叶，且在贸易过程中马价不合理，吐蕃商人

有亏损。面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茶买马，合并管理机构来改变这种状况。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以茶易马对宋和吐蕃都十分有利，对于宋朝是一种趋

利避害的形式，既可以销售茶叶获利，又可以买得吐蕃上等马匹，对于吐蕃，可

以获得自己需要的茶叶。在这种状况下双方的贸易才能长久存在和进行。以茶易

马成为茶叶贸易的一种必然的趋势。 

把茶叶交易和买马更好的结合在一起。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不是一种倒

退，是宋朝的一种利己政策，出卖茶叶获得马匹，一方面可以防止因买马而导致

铁钱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可避免宋朝因钱荒而使得财政崩溃。贾大全在《汉藏

茶马贸易》中提到：“从宋朝方面的利益考虑，用铜钱买马，平均马价越 30 贯，

以每年购买 3 万匹计，需费铜钱 90 万贯，几乎相当于宋朝每年的铸钱量，这是

它根本无力支持的。”
2
史载：“盐铁使王明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

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

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从之。”
3
 

此外，从战备上考虑，用铜钱购买马匹可以使吐蕃使用铜钱铸造兵器，这是

在给对方增加军事力量。由于买马是大宗购买，所以使用铜钱的数量也十分庞大，

铜钱的运输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必须要专门运输，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路

途遥远，而且从宋运往吐蕃的整个路程中，环境十分恶劣，没有官方的驿站，补

给困难。这对宋朝极为不利，若以茶买马，则避免上述问题，从这方面来看，用

茶易马是双方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3--43 之 54，第 3300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版。 
2
 贾大全：《汉藏茶马贸易》，第 75 页，《中国藏学》，1988 年第 4期。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太平兴国八年，第 559 页，197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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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中，宋政府为保证茶叶的顺利出卖和买马，采

取了很多措施。 

茶叶贸易中，用茶换马越来越符合双方需要。在茶叶贸易中，宋用大部分的

茶资来买马，并且管理茶叶买卖的茶场司在此时也很重视用茶易马，并作为一项

政务来做，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不仅考虑卖出茶叶，而且考虑怎样用茶叶顺利买

马。 

宋朝为了保证茶马互换贸易的顺利进行，成都府、利州、秦风、熙河等路的

茶场司提出，名山茶专用买马。名山茶是四川境内所产的茶叶，用名山茶来换马，

是因为四川与吐蕃地理位置接近，方便交易。谢天开在论述四川的茶马互市时说

到：“在宋熙宁年间（1072 年），当时四川的产茶居全国之冠，自产有余，余多

价贱；又兼地理环境特殊，与西藏、甘肃、青海吐蕃诸部相邻，吐蕃诸部而是产

马缺茶。”
1
 

宋为了保证名山茶和吐蕃换马顺利实现，茶场司提出了具体要求，史料载：

“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奏准朝旨,名山茶专用博马，候年

额马数足方许杂卖,”
2
材料中指出，名山茶是专为买马服务的，只有每年的买马

额达到定额的时候，才可以随意买卖。宋朝这种提供茶叶专供的做法为宋与吐蕃

更好地进行茶叶贸易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为了保证宋朝与吐蕃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宋朝提供了各种优待和便利，如

可以在买得马匹之后，“应请茶数出给凭证，赴卖茶场支茶等”
3
。元丰年间还采

取了更为优惠的政策：中马蕃部可依所折马价对买四色纲茶，并允许贴买四色纲

茶一驮。即贸易中的对买、贴卖法。政和元年（1111 年），又规定少数民族马一

匹除按规定支付马价之外，如愿买茶者，允许以现卖价收买四色纲茶一驮引领门

户一头。 

（二）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作用 

    第一，茶叶贸易可以作为宋羁縻吐蕃的政策。 

北宋建立以后，党项族崛起，北宋的战略中心由辽转向西夏，出于对夏战争

的考虑，宋和西夏临近的河陇地区的吐蕃各部便成为宋朝争取和安抚的重要势

                                                        
1
 引自谢天开：《宋代蜀地茶马互市特殊形式刍议》，第 36 页，《农业考古》，2008 年第 3期。 

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84 册，职官 43 之 58，第 3302 页，中华书局，1957 年。 

3
 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第 8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0

力。由于宋与吐蕃在军事上存在互助关系，宋为了自身利益，对吐蕃采取了羁縻

政策。 

所谓羁縻政策，彭建英在《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中提到传统的羁縻政

策有三个层次，即“一，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保持一定的联系，对此，中央

王朝采取贡赐、互市、和亲、通使、朝聘、盟誓等措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二，以夷治夷或以夷制夷。三，土流并治或土官的流官化。”
1
 

对照上述三个层次，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是羁縻政策的经济手段，通过贡

赐和互市贸易而对吐蕃采取的适度的管理，达到稳定边境，维护与吐蕃和平互助，

获得茶利，满足自己对战马需求的目的。 

自从宋建立起，双方就贡赐不断，宋用各种手段笼络吐蕃，以共同抵御西夏

进攻，但是吐蕃是宋边疆上一个实力雄厚的少数民族政权，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

虑，宋统治者对吐蕃并不信任，宋政府认为“然戎狄之性，本无仁义，既资德泽，

亦用威怀”
2
所以会在考虑边疆安全问题时把吐蕃考虑进去。咸平二年（999 年）

的《安边书》中出于边疆安定的考虑，提出了三则对边政策并分析了吐蕃对宋的

战略利益，得出吐蕃是宋必须笼络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实行羁縻政策。而且宋

认为吐蕃地区产良马，这对缺少战马的宋很重要。 

威平二年(999 年)六月戊午： 

    秘书丞何亮，初通判永兴军，诏与转运使陈纬同往灵州经度屯田。及还， 

乞召对，因上安边书曰：臣窃料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 

外，宜废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 

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而臣以为灵武入绝塞，有飞挽之劳， 

无毛发之利，然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 

之地，一旦拾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以贪狼之心，据广饶之地， 

以梗中国，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北庭 

剖分为二，故其地隘，其势弱，而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 

北庭合而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 

狂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取足于西域。西狄既剖分为二，其右 

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 

                                                        
1
 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第 4--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1，真宗咸平五年，第 1115 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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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是也。夏贼之众，未尝以匹马货易于边郡，是则中国备征带甲之骑，独取 

于西戎之西偏，如拾灵武，复使西戎合而为一，夏贼桀黠，服从诸戎，俾秦、 

泾、仪、渭之西，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鄙，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此拾 

灵武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三也。
1
 

秘书丞何亮在《安边书》中提出治理边疆的三个政策中提到羁縻政策即宋对

吐蕃要实行厚恩重赏，广施恩惠，诚信对待，宽容有度的羁縻政策。这是宋在综

合考虑自身和吐蕃地理位置与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决定。且材料中还指出

吐蕃地区是是宋朝获得战马的主要供应区。依据《安边书》对吐蕃的政策，实行

茶叶贸易能很好的满足以上要求，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宋与吐蕃建立良好关系的初期，宋采取的是笼络吐蕃首领，以恩赐为主的

羁縻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宋政府又增加了与吐蕃的贸易互市，且把此作

为羁縻吐蕃的一项重要政策。 

    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 

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之以官爵，诱之以货财，推恩信 

以导其诚，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 

减矣”
2
 

    且六谷者，西北之远蕃也，羌夷之内，推为雄豪。若计平时，但以市马，  

须示羁縻，则一怀化将军，亦已厚矣。
3
   

    议者又以西北诸蕃，戎马是产，资其控制，以通贸易；环、庆诸州，内 

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绎骚。此迂阔之甚。且戎人为利所诱，故互市于 

边关，蕃部之属自强，故能庇于种类，必来寇于环、庆，固无隔于蕃篱。
4
 

    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有之，则不宜徒受其献，偿其价， 

乃所以怀慰新附也。”上从之
5
 

从第一则材料中可得出，宋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的初期，宋认为对吐蕃“穷

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不值得宋朝对其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决定以官爵和

财货和恩赐来招佑与西夏有仇的吐蕃部首领，对这些部落进行笼络，并且指出，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4，真宗咸平二年，第 947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真宗咸平四年，第 1075--1076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真宗咸平四年，第 1077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真宗咸平四年，第 1097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47，神宗熙宁六年，第 6015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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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宋朝此举得到山西吐蕃部族的相应，会更加有利于宋朝。 

而在后三则材料中，看出六谷土蕃是离宋较远的西北吐蕃部族，是羌夷少数

民族的一支，势力极为强大，面对这种情况，宋朝与吐蕃在边关互市，以此羁縻

吐蕃。由上述材料可得出，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也是宋对吐蕃羁縻政策的一种补

充和发展，改变了前期以笼络上层，走政治路线的办法，增加了经济上与吐蕃的

互动。材料四中，王安石所言，要偿还给吐蕃所贡物品等价值的物品，从这一点

可以看出宋朝认为要偿还其价，不让吐蕃在此方面有所亏是安抚吐蕃部族的一种

重要方法，由此可以得出宋是以羁縻政策为指导的。 

但是宋在经济领域实行的茶叶贸易的羁縻政策并不能取代以前以钱利诱惑

为主的羁縻政策，而是作为一种补充，财货的诱赏奖赐还是一直存在。史载： 

    上谓宰相曰：“夏州蕃部并已宁谧，向之强悍难制者，皆委身归顺，凡 

得酋豪二百七十余人，种族五百余帐。十年以来，戎人所略生口、羊马数万  

计，悉还其主。朕前后遣师将，皆谕以柔服之旨，戎人畏威，故不烦战伐，  

皆相率内附，朕亦虑转饷劳扰，止令齑茶于蕃部中贸易，以给军食，未尝发 

民输送也。”又谓李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对曰：“戎人狡狠， 

臣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1
 

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出，宋对归顺的夏州吐蕃部采取了羁縻政策，把所获吐

蕃的人口和牲畜都归还其主，且派遣将领前去治理，但是采取安抚的措施，不诉

诸武力，以达到吐蕃部民归服的目的。为了维系与吐蕃的和平关系，宋朝下令与

吐蕃部族进行茶叶贸易。茶叶贸易成为宋对吐蕃进行羁縻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手

段。 

宋朝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促进二者的友谊，增加互信，加深感情，并

且显示中原王朝的宽厚和富庶，在吐蕃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达到羁縻吐蕃的目

的。 

   夫蕃戎靡不贪慕财贿，国家诚不爱重币珍玩以啖之，爵赏荣耀以诱之， 

则西戎宜其为用矣。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国 

强盛，喻之以中国富厚，待之以至诚，临之以威重，夷落其敢不从服哉。
2
 

从这则史料来看，宋朝对吐蕃羁縻政策是十分全面的，并且认识到财利对吐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太宗雍熙元年，第 575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0，真宗咸平四年，第 1088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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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有作用，但是给予荣耀，显示宋朝的强大，真诚的对待，适度的施以威信，更

是让吐蕃臣服的好办法。由此得出，茶叶贸易只是宋朝羁縻吐蕃的一方面。 

宋为了巩固边境安全，在边境盛兵六七万，吐蕃作为其西部临界的重要少数

民族，随着时间的发展，羁縻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宋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是宋对

吐蕃羁縻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羁縻政策的手段之一，这对于宋协调与周边

少数民族的关系，保持自身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茶叶贸易可以使宋朝获得紧缺的战马。 

宋代西北吐蕃部民大都居住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地区，气候寒冷，不适宜

种植粮食，但有面积广大的草场，牧草丰盛，品质上乘，因此吐蕃地区的畜牧业

十分发达，《青唐录》中载：“海西地皆平衍，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

猎为生，多不粒食。”
1
而海西地区是吐蕃部落居住的地区，这些部落是以游牧为

主，而生长在连州地区的吐蕃居民也在深山中居住，不事农业，主要从事畜牧业。

史料载：“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
2
从中可

以得出，畜牧业是吐蕃人民生活的主要支柱。 

由于畜牧业发达，吐蕃地区多产良马。吐蕃牧民善养马，牧民多逐水草而居

“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
3
。养马业是吐蕃地区的重要产业，并且此地多产名

马，其中以安多藏区的名马最为有名，《安多政教史》就称此地为“安多马区”
4
，

宋人也认为青唐自古就产良马。吐蕃地区驯养的马匹体格健壮，特别适合作为战

马。宋朝对吐蕃地区的名马青海骢和六谷马喜爱有加。青海骢可日行千里，而六

谷马有“天马”之称，这种马体态高大雄峻，动作敏捷。适宜驯养，是战马的不

二选择。黄庭坚《山谷集》中有赞颂吐蕃名马的诗“西河骢作葡萄锦，双瞳夹镜

耳卓锥。长揪落日试天步，知有四极无由驰。电行山立气深稳，可耐珠鞯白玉羁。”

5
此诗从外形、体态、速度等方面对吐蕃良马的优良特性进行了生动描述，由此

可见吐蕃马匹品质优良，是战马的上佳选择。 

宋时，吐蕃马匹价格高，宋购买吐蕃马匹的量大，频率高。吐蕃和汉族商人

以马五十到一百为一券，每匹在买马场的价位可达到一千左右。“秦州券马至京

                                                        
1
 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第 171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62，神宗熙宁八年，第 6387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 216，吐蕃传上，第 6072 页，中华书局，1975 年版。 

4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5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5
《四部备要》第 78 册，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第 63 页，中华书局，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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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计所直并道路之费，一马当钱数万，然所入止中杂支，于上等良马固不可得。”

1
而当时宋朝边疆战事对马匹需求很大，宋多次大量购买吐蕃马匹，宋神宗、哲

宗、徽宗三朝，根据买马司所购吐蕃马匹数额统计，约近六十万匹。且宋与吐蕃

的互市贸易十分频繁，据史书中载“宋朝在各地设立的马市，有的一年交易一次，

有的半年或者三个月一次，有的一、两个月一次.......仅就宋朝官府从藏族换

得的马匹，每年就达两万匹之多。”
2
 

吐蕃则是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史料中载：“西北未平，战马为急。旧日女

真卖马，岁不下万匹，今已为契丹所隔。”
3
从史料得出，西北边疆战事未平，宋

朝紧缺战马，而此时，契丹又阻隔了宋向女真买马。“西夏、契丹在与宋朝的长

期对峙关系下不可能将战马输入宋朝，反过来威胁自己的安全”
4
在这种情况下，

吐蕃就成为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地。“青唐马来源充足，是宋朝的主要进马区，

仅在熙河地区每年购买吐蕃部族的战马多达 1.5 万匹以上。”
5
因此宋朝在边疆战

事频繁的年份，只能从吐蕃地区买马。以充军力，增加对西夏的战斗力。 

茶叶贸易所获之利可以补战事开支之不足。宋朝与西夏交战，所需军费浩大，

财政紧张“雍熙用兵，切于馈饷”
6
为了开源，以保证边关战事需要，宋真宗咸

平四年（1001 年）时，吕蒙正曰：“国家贸易商资以实边，农人不扰，而西鄙足

用，盖上策也”
7
，依据吕蒙正的建议，与吐蕃进行茶叶贸易是一个很好选择。

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贸易量很大，长期展开，这为宋朝提供了保证军备和购买战

马的费用。  

熙宁八年（1075 年），都运使熊本言：“收复洮陇，开斥土地，尚未垦辟，

设官置吏，以至招纳蕃夷，屯聚军马，支费甚广。较其所入，惟酒税、市易、茶、

盐为多。”
8
材料中也指出招纳吐蕃，置军买马，耗费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宋朝

政府则设置经制边防财用司，“掌经画钱帛、刍粮以供边费，凡榷易货物、根括

耕地及边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宁末，以熙、河连岁用兵，仰给支度，

                                                        
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2，仁宗嘉佑五年，第 4643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2
 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第 49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 年版。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1，真宗咸平五年，第 1122 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 
4
 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第 8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5
 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第 84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6
（元）脱脱：《宋史》卷 183，志 136，食货下 5，第 4479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9，真宗咸平四年，第 1069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59，神宗熙宁八年，第 6318 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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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不资，使置是司。”
1
此司从设立之日起，就明确了目的，即以筹划钱粮以供

边防所费，以应付因连年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军费开支，因此，买马的费用也成为

宋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宋与吐蕃茶叶贸易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方法，宋政

府可以用茶叶贸易所获之利来买马。 

由于宋朝茶叶贸易十分兴旺，从茶叶中确实获得了大量茶利，这便为获得吐

蕃马匹提供了可能。《宋史》中大量记载了宋从茶叶贸易中所获的茶利：“师闵言

稷治茶五年，百费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余缗”
2
，“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

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
3
，“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乃即蜀诸州创设官

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
4
。由此可见与吐蕃的茶叶贸易给宋朝政

府带来了巨大收益，这些收益保证了宋朝边费的供应和需要，成为主要来源，为

买马提供了大量资财。 

茶叶贸易不仅可以提供购买战马的耗费，而且是获得马匹的重要途径。宋政

府对榷茶十分重视，唐至明代，政府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一直是延续着以茶换取边

马的形式存在，以一定的茶马比价作为交易的价格。在宋初是以铜钱换取马匹的，

但是以铜钱换取马匹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即吐蕃可以把铜钱熔铸成兵器，这对宋

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了禁止铜钱大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就用布帛等换

取马匹，用茶换马是一个双赢的办法，宋朝在实行榷茶制时只限于江淮和东南一

带，川陕和广南的茶叶是自由买卖，后来为了换取战马便设置了提举司，即“榷

川茶以换取边马”。 

宋与吐蕃展开茶叶贸易，换取大量马匹。神宗时期，于川（成都）、秦（甘

肃天水）分别设立茶司和马司，专掌以茶易马之务。后来秦、川等地成为宋朝购

买战马的主要地点，绍兴十九年（1149 年）时有诏：“故凡战马，悉仰秦、川、

广三边焉”
5
。《文献通考》中有载： 

     川、秦马旧二万匹，乾道川、秦买马之额，岁为万有一千九百匹有奇， 

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万四千匹，    

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其後文州  

                                                        
1
（元）脱脱：《宋史》卷 167，志 120，职官 7，第 3972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2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500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498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4
（元）脱脱：《宋史》卷 184，志 137，食货下 6，第 4498 页，中华书局，1977 年版。 

5
 陈燮章、索文清、陈乃文：《藏族史料集 2》，第 125 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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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隶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额，共为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 

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此庆元之额也。嘉泰末，川司五场又增为五千 

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场增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 

十四匹。然累岁所市，多不及额焉。
1
。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茶马司购买了大量的战马，宋在秦司、川司二地，用成

都府、利州路十一州的茶叶换得吐蕃的一万两千九百九十四匹战马。 

宋与吐蕃茶叶贸易获得的马匹数量十分巨大，下表便是数量统计 

          宋在茶叶贸易中获得马匹数量的统计如下表 5-12 

年代 数量 资料来源 

熙宁十年（1077 年） 实买 150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7 

元丰元年（1078 年） 实买 150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7 

元丰三年（1080 年） 实买 150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7 

元丰四年（1081 年） 岁额 200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8 

元丰五年（1082 年） 实买 147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8 

元丰六年（1082 年） 实买 161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8 

元丰七年（1084 年) 实买 120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68 

元祐元年（1086 年） 岁额 1800 匹 《续资治通鉴长编》381 

元符末（1100 年） 实买 10000 匹 《宋史》353 

崇宁四年（1105 年） 实买 20000 匹 《宋会要辑稿·兵》24-28 

大观二年（1108 年） 岁额 2000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92 

宣和三年（1121 年) 实买 22834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101 

宣和五年（1123 年） 实买 21940 匹 《宋会要辑稿·职官》43-102 

由材料中可以看出，宋从吐蕃购得了大量战马。并且购买次数频繁，每次够

买的数量都在一万匹以上，这样大的买马数额基本满足了宋朝对战马的需求，增

强了宋朝应对周边强大政权入侵的军事实力。 

除此之外，宋还在西北地区的河州、熙州和雅州等地开设了马市，雅安种茶

制茶历史悠久，特别是其中的砖茶和乌茶深受藏民喜爱。宋与当地开展互市贸易

                                                        
1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上册）》卷 62，职官 16，第 562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2
 参见郭梦良：《“蜀茶总入诸蕃市 胡马常从万里来”——宋代茶马贸易论述》，第 7页，《河南商业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200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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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茶、马互换，宋曾在西州、河州、雅安设立马市，交易频率不等，有时一

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有时一个月一次，这种民间交易在政府组织下有序进行。 

总之，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为宋朝获得战马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整个宋代的

经济军事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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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宋与吐蕃茶叶贸易是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已有

学者对宋与辽、西夏、金的茶叶贸易进行了系统研究，所以本文对宋与这几个少

数民族的茶叶贸易没有涉及。 

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之所以能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吐蕃地处高寒

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决定了此地无法植茶，但是由于吐蕃部民特殊的饮食结构，

即以肉食和乳酪为主，生活中离不开解油腻的茶叶，在长期的饮茶过程中形成了

独特的饮茶文化，对茶叶有强烈的需求。这就为茶叶贸易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次，宋位于适宜种茶的温热带气候区，茶叶种植广泛，茶业兴盛，这就为茶叶

贸易提供了足够的茶源。第三，虽然宋与吐蕃政权并立，但是由于二者长期友好

相处，很少发生大的战争，这就为茶叶贸易的进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有三种主要的贸易形式，即榷场贸易、贡赐贸易、走私

贸易。这三种贸易形式，不是宋与吐蕃茶叶贸易中所独有的，而是宋与周边少数

民族茶叶贸易的共同贸易形式。榷场贸易，是茶叶贸易中重要的官方贸易形式，

宋和吐蕃的茶叶贸易多在榷场进行。榷茶制经过唐代的发展，在此时已经十分完

备，榷茶制的实行保证了贸易中用于交易的茶叶的质量，并且随着榷茶制的发展，

榷场逐渐增加，为茶叶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贡赐贸易，是以“贡”和“赐”

的形式存在的茶叶贸易。在宋以前，宋与吐蕃的贡赐贸易一直不断，这就为宋代

茶叶贡赐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并且由于茶为宋大宗的回赐物品，茶叶的

贡赐贸易也因此而成为定制。并且在大量的历史资料中也有很多有关的记载，从

资料来看，二者的贡赐贸易以友好相处为前提，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等值交换。

贡赐贸易在宋代一直存在，并且来往贸易次数频繁。茶叶走私贸易是相对于榷场

贸易的非官方的非法的民间贸易形式。茶叶走私贸易自古就有，但是宋代榷茶制

严重损害了茶农的利益，且官方的榷场贸易时断时续，这些因素造成宋代茶叶走

私贸易猖獗，宋朝虽然制定了严苛的法律，仍屡禁不止，虽然走私贸易一直是违

法的，但是在客观上满足了双方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呈现出很多特点。即茶叶贸易与买马密不可分，二者是

互补共存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发展为大宗的茶马互换贸易。宋与吐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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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贸易更多的承担了买马的功能。为了更好的完成买马额，宋朝榷名山茶，专

供吐蕃，以换取马匹，最终发展为大宗的茶马贸易，至此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便

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大多以物易物，随着贸易发展为茶马贸易，茶马比价

便成为贸易中的重要问题。茶马比价的制定有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在茶叶贸易

中，茶马比价总体上会按照商品价值规律，但是由于市场的局限性，茶马比价会

出现变动，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状况，为此，宋朝会综合考虑吐蕃商人对价格的接

受程度及买马的需求，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宋在制定茶马比价时会与吐蕃商议，

但不受其左右，以便制定合理的茶马比价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 

宋代茶叶产地遍及各地，全国有大量的茶叶产区，以南方的地区尤甚，四川

在宋代发展很快，成为东南地区最重要的产茶区，随着宋与吐蕃茶叶贸易的扩大，

四川与吐蕃邻近的地理优势以及吐蕃人对茶的喜爱，宋朝政府为了更好的维护双

方的茶叶贸易，规定川茶尽榷，销往吐蕃，川茶在茶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发挥着重大作用。 

宋与吐蕃茶叶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宋朝羁縻吐蕃的经济政策，由于宋

与吐蕃在军事上的互助的存在，为了自身利益，宋对吐蕃采取了羁縻政策。吐蕃

地区是优良的牧场，常年产优良战马，通过茶叶贸易，宋朝可以获得紧缺的战马。

由于吐蕃马匹价格较高，宋朝通过贸易获取茶利以备军需，以购得更多的战马，

保证宋朝军事实力，以应付复杂多变的边疆局势。 

总之，宋与吐蕃的茶叶贸易是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宋代茶叶贸易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茶叶贸易的存在为加强宋与周边少数

民族交流，促进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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