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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论桂滇线茶马古道的重要门户———横山寨

陈紫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摘要：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主要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其以马帮为主要运输载体，是

唐宋以来汉藏以及西部各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横山寨是我国古代茶马古道东端上的一个

重要驿站，也有桂滇线茶马古道起始地及集散地之称，其地位十分重要。茶及货物以此为起点，运往中

原、西南地区以及缅甸、印度直至西亚各国，为沟通中原、滇川藏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商贸

往来与文化交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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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主要
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它以马帮为主要运输载

体，是唐宋以来汉藏以及西部各民族之间进行商

贸往来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主要横跨今云南、

四川、西藏等地区，途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等流域，其东端延伸至珠江流域再至东南亚及南

海诸国。广西地处我国西南，属于茶马古道的东

端，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东接粤港，西连

云贵上达川藏，南临北部湾与海南隔海相对，北

通湘鄂及中原，为我国海陆边疆省区，扼东西交

通之道，居海陆关连要津。而位于广西田东县境

内的横山寨，则是宋代桂西地区的一个著名城

镇，素有 “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美誉，是

中国古代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贸易场所，也有

桂滇线茶马古道起始地之称。茶及相关货物以此

为起点，运往中国西南地区以及缅甸、印度直至

西亚及南海各国等，在当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本文论述横山寨历史发展概况，分析其成为桂滇

线茶马古道门户的主要原因，并论述桂滇线茶马

古道对横山寨及其附近地区产生的影响。



一、关于横山寨历史发展概况

横山，古时也称田州，两者是同地异名。有关

横山的历史，始见于唐。唐·杜佑 《通典》记载：

“横山郡田州，辖都教县，慧佳、武龙、横山、如

赖”［１］。宋·史乐 《太平寰宇记》亦载：“田州横

山郡，唐开元置，天宝元年改横山郡，乾之元年复

田州”［２］。这说明横山寨唐开元 （７１３－７４１年）
中置，隶田州，天宝元年 （７４２年）隶横山郡，乾
元元年 （７５８年）复隶田州。到宋代早期，仍然袭
用唐代旧称， 《宋史·地理志》载： “羁縻田州，

属右江道”［３］。至宋绍兴三年 （１１３３年）改横山
寨。横山寨的 “横山”二字，系沿着唐横山郡名，

在横山郡地置横山寨。《读史书舆纪要》卷一百十

一田州载： “横山，州东南十里。山势蜿蜒横列，

唐郡名横山。”［４］而 “寨”在宋代有特定的含义。

宋代设 “寨”，是为了加强对羁縻州县的控制，设

“寨”的地方一般都是军事战略要地。横山寨成为

桂滇线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绝非偶然，有其特

定的历史原因。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宋代北

方因有宋金战争，宋金长期对峙，边境阻隔，战马

来源不畅，宋王朝转而向大理国求购优良战马，以

充战事之需，故横山寨具有双重职能，除了有一般

的军事职能外，还专司从各地招买马匹等职责。周

去非 《桂海虞衡志》记载： “蛮马，出自西南诸

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贩马于大

理”［５］，“故而设邕州买马司和横山寨。邕守臣提

点买马经干一员置廨于邕州者，不废也，实掌买马

之财。其下则左右江二提举，东提举掌等量蛮马，

兼收买马印；西提举掌人蛮界招马，有同巡检一

员，亦驻横山寨”［６］。这说明横山寨除了军事职能

外，还专司从大理国招买马匹，由南宋官方主办，

在田州横山县 （今田东平马）举行。当时，横山

寨成为南宋与西南自杞、罗殿、大理等国贸易的主

要场所，先是以马匹交易为主，随后西南自杞、大

理等国的麝香、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各种药

物、百货也不断入场交易。到宝元年 （１２５３年）
蒙古兵灭大理占云南，横山寨贸易场逐渐衰落。此

后的元、明、清三朝，仅存田州一名，无横山称

谓。元代称田州路；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年）七月
改为田州府，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年）降为州；清代

称土田州。

二、桂滇线茶马古道的始发地及贸易集散地

张骞 “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方

交流日渐频繁。汉代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经

营，《史记》《汉书》中对此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述。

当时，动物形纹饰在从北部到西南的共同出现说明

人们相互影响日益加强。自魏晋隋唐 “河南道”

“唐蕃古道”兴起和发展，西北与西南的联系更加

紧密，从河西走廊到南海之滨，贯穿中国西部的交

通孔道通达顺畅。唐时，饮茶之风兴起。茶经巴蜀

顺长江而下，国家统一、交通发达以及南北经济文

化交流不断的加深，促成了茶文化的传播。宋辽金

元是中国历史上茶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贡茶工艺发

展，民间茶风普及。因宋时期北方有金人之患，战

马来源不畅，但朝廷及民间对于马、茶及其他货物

的需求日益增强以及商人运输货物一般要经过好几

处集散场所，故横山寨以此为契机逐渐变成西南地

区重要的贸易始发地及贸易集散地。

（一）桂滇线茶马古道的始发地

据史料记载，桂滇线茶马古道是以横山寨为始

发地，西至云南大理并远到缅甸、印度。按照宋人

周去非在 《岭外代答》卷三中的说法，他所处的

那个年代 （１２世纪）横山寨 “通道外夷”就有三

条 （见图１）：

图１　宋代横山寨马匹贸易线路

第一条是， “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

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

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

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

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

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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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第二条

是，“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

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绝险耳。凡三十二

程。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

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

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

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

程。”第三条是， “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

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

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
(

，一程至西宁

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

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

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

十程。”［７］综上，宋代周去非所著 《岭外代答》对

于宋代中国通大理等国，必经邕州横山寨，以及对

从横山寨到自杞、特磨、罗殿等国最后到达大理等

国的路线及里程作了详细的记述。具体线路及里程

归纳起来分别是：其一，由横山寨经自杞国的路线

及里程。具体是由横山寨始发，经古天县、归乐

州、唐兴州、睢殿州、七源州、泗城州、古那洞、

龙安州、凤村山獠渡江、上展、博文岭、罗扶、磨

巨、自杞国、古城郡、善阐府至大理国，共２９程。
其二，由横山寨经罗殿国的路线。也由横山寨出始

发，经马乐县、恩化县、罗夺州、围慕州、阿姝

蛮、朱砂蛮、顺唐府至罗殿国，共 １９程。其三，
由横山寨经特磨道的路线。也具体由横山寨始发，

经上安县、安德州、罗博州、阳县、隘岸、那
(

、

西宁州、富州、罗拱县、历水铺、特磨道、结也

蛮、大理界虚、最宁府至大理国，共２０程。可知，
横山寨因其优越的地理优势，构筑了一个以横山寨

为始发地，外连八方的区域性贸易交通中枢。

（二）桂滇线茶马古道的贸易集散地

宋代的横山寨由于优越的地理优势，成为西南

地区最大的贸易市场。在马市的同时，也带动了其

他日用商品的贸易，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贸易集

散地。

宋时，横山寨最大的贸易是马。范成大 《桂

海虞衡志》记载：“蛮马，出自西南诸蕃。多自毗

那、自杞等国来，自杞贩马于大理。……大理马，

为西南蕃之最。”［５］这些马来自自杞国、罗殿国、

特磨道、大理国等。在马市的同时，横山寨也带动

了其他日用商品的交换。 “蛮马之来，他货亦至。

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

诸药物。吾商贾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

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市，招马官乃私置场于家，

尽揽蛮市而轻其征，其入官场者，什一二

耳。”［６］另外，从考古发掘来看，大量的出土物为

横山古寨作为宋代西南地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提供

了实物证据。如２０１１年３月发掘的百银城址是宋
代横山寨的治所，位于现今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百

银村。其城内出土了大量的瓷器 （见图２），主要
有青瓷和青白瓷两大类，也有少量黑釉的兔盏等，

生产的窑口有江西景德镇、吉州窑，浙江龙泉窑，

福建莆田窑，广西藤县中和窑、北流岭峒窑、浦北

土东窑、兴安严关窑。其中第１２号探方出土的北
流岭峒窑的瓷器，数量达１５０余件，集中堆放，贸
易性质较为明显。另外还出土了 “皇宋通宝”“圣

宋元宝”“元丰通宝” “熙宁通宝”等宋代钱币。

（可参见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田东县博物

馆相关资料）横山寨治所百银城址出土的这批来

源广泛的瓷器说明了当时该城址的商品贸易应当非

常繁荣，是一个重要的货物商品集散地。

图２　横山寨古城出土的瓷器

三、桂滇线茶马古道对横山寨及其附近

地区产生的影响

　　南宋一代，桂滇线茶马古道的开辟及茶马兼百
货贸易，增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为西南与中原地

区及缅甸、印度等国家进行物质文化交往提供了平

台，对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融合、民族融洽

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桂滇线茶马古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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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地及贸易集散地的横山寨，茶马互市也必然对

其及附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

影响。

从政治角度看，加强了广西与中央政权的联

系。南宋时期，北方因常年战争，战马来源不畅，

故在广西设邕州司马和横山寨博易场，以买马为契

机，促使了桂滇线茶马古道的形成。这条古道以横

山寨为始发地，经自杞国、罗殿国、特磨道路线到

达大理国，并远到缅甸、印度；大理国也可以通过

桂滇线茶马古道到达邕州，再到达南海诸国；同

时，南海诸国也可以通过邕州，取道桂滇线茶马古

道与大理国、自杞国、罗殿国等进行贸易。显而易

见，通过这条茶马古道纽带在长期的来来往往中加

强了中原政权与广西的沟通，无形中也密切了相互

间的关系。此外，随着古代茶马古道线上各民族互

通有无、和平往来，拉进了彼此间的距离，进而促

进民族融合，增进民族团结，成为历史上汉族与各

少数民族相互间和谐共处的典型。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首先刺激了桂东地区本地

产品外销。横山寨的设置目的是出于马市贸易的需

要，但在马市兴旺的同时也带动了桂东地区本土特

产的外销。 “马匹贸易刺激了横山寨及沿途的贸

易，圩场繁华一时，各种壮乡土特产云集，与外来

商品交换频繁。”［８］此外，马市贸易的繁荣，也促

进了桂滇线茶马古道线路的繁荣，如商客在横山寨

由陆路改道水路，促使梧州六堡茶、中和窑瓷器

（见图３）的大量外销，成为桂滇线茶马古道的重
要内容。如在梧州地区出土的众多瓷器中，以中和

窑最为精美。中和窑位于广西梧州藤县城关乡中和

村，１９６４和 １９７５年发掘出土的瓷器主要有盘、
碗、罐、盏、碟、腰鼓、灯等，施青白釉为主，釉

色光洁莹润、白中微青、柔和淡雅，属于青白瓷系

统，装烧工艺主要师承景德镇。在位于桂西地区的

横山寨遗址、河池市等地区，以及在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博物院收藏、在南洋打捞出水的许多中国宋代

瓷器中，均发现了相当精美的中和窑青白釉瓷器。

由此可以推测，地处桂东的藤县中和窑等地烧制的

瓷器已通过桂滇线茶马古道上销到桂西、云贵及海

外各地区。可知，桂滇线茶马古道线路的繁荣，刺

激了广西本地土特产品商品化，给广西及沿线地区

人民带来了机遇。其次，促进了铸钱业的发展。作

为商品贸易的钱币，梧州元丰钱鉴铸造的钱币因桂

滇线茶马古道线路的繁荣而得到了广泛流通。元丰

钱鉴遗址位于梧州市钱鉴路的桂江河畔，发掘于

１９６５年８月，是一处规模较大、功能较完善的宋
代铸钱遗址，出土有宋神宗的熙宁重宝、元丰通

宝，徽宗的崇宁重宝 （见图４）、崇宁通宝等一批
钱币，伴随出土的还有铸钱工具如坩埚 （见图５）、
风管等。元丰钱鉴所铸造的钱币，在滇黔地区也经

常出土，说明梧州元丰钱鉴铸造的钱币，曾因滇桂

线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得以更广泛流通使用。

图３　影青釉葵瓣卧足盘

图４　 “崇宁重宝”铜钱

图５　铸钱钳锅

从文化角度看，首先是民间茶饮文化的兴盛。

随着桂滇茶马古道线路的繁荣，唐宋饮茶习俗传到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如在距离横山寨治所百银城址

不远的那桓窑出土的瓷盏及擂钵从侧面说明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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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饮文化之盛。那桓窑位于田东县平马镇合桓村那

桓屯，２０１１年发掘出土一批陶瓷器主要包括罐、
碗、碟、盏、擂钵、盆、壶、灯、网坠及少量动物

俑。瓷器多施青黄釉，下层产品釉色略深，比较接

近酱釉，上层则釉色偏青黄，施釉方式多采用浸

釉，施釉一般不及底，而器物基本为素面，不见刻

花、划花、模印等施纹方式；陶器多为罐类，多在

器表施青釉，素面为主。（可参见广西文物保护与

考古研究所、田东县博物馆相关资料）那桓窑规

模不大，从产品相对粗糙且略显单一的出土情况来

看，这些产品是为满足当地民众生活的需要而生产

的。其次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桂滇线茶马古道

开辟后，许多北方人相继南来。宋·王临亨 《粤

剑编》记载： “岭南瘴疠，唐宋以来皆为迁人所

居；至宋之季，贤士大夫投窜兹土者更未易指

数。”［９］宋·李伯纪 《道经容州》诗云：“得归归未

得，滞留绣江边；感慨伤春望，侨居多北人。”［１０］

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亦载：“渡江以来，北客

避地方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

州。”［１１］可知，宋代北人南迁广西激增，带来了北

方汉代先进的文化。此外，苏东坡、黄庭坚、范成

大、周去非等著名学者曾在广西任官或者讲过学，

广西的文化教育获得较大进展，为后世文化教育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横山寨属于宋代桂西地区的一个著名城镇，是

桂滇线茶马古道始发地及贸易集散地，也是连通滇

黔川藏、中原地区以及缅甸、印度直至西亚各国的

重要门户。作为桂滇线茶马古道上始发地及贸易集

散地的横山寨，茶马互市对其及附近地区产生了影

响。在政治方面，加强了广西与中原政权的联系，

促进了各民族相互间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在经济

方面，茶马贸易给广西及沿线地区人民带来了机

遇，手工业、铸钱业获得发展，刺激了本土产品商

品化，使梧州成为宋代重要钱币铸造及外销瓷生产

基地之一；在文化方面，随着桂滇线茶马古道的繁

荣，唐宋饮茶习俗传到横山寨及周边地区，民间茶

马兴盛，此外宋代北人南迁增加，也使广西的文化

教育获得较大进展。总之，桂滇线茶马古道的开

辟，既带动了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

为沟通中原、滇川藏地区以及东南亚和南海诸国的

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作用，也为维护茶马古道途经

地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等发挥着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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