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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是大家所知道的故事或历史，只剩下书本上记载的，
而民间真实的喜怒哀乐的动人故事大部分都散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对口述史发生兴趣的原因。
现在这本由李旭先生整理和撰写的《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就是一本口述史，它记载着我国西南边
陲对外商贸的兴衰。
它是通过马原武一家的故事展开的，更有个人的感受，读来饶有兴味。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更看中它对经济学的意义，特别是对当今改革开放政策的意义。
云南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再向南走二三百公里就进入泰国。
但是这一段的交通没有方便的道路，所以只好靠人背马驮。
这就是马帮的由来。
马帮运输非常危险。
首先是怕痞子兵，常常把马匹强征去驮运军队里的东西；其次是怕盗匪，杀人劫货；还怕生病，那时
候疟疾盛行，半路生病很难生还；路上还有野兽出没，老虎毒蛇，经常伤人；又怕言语不通，上当受
骗。
从云南通海经思茅、景洪到境外要走几个月，往返就是半年。
虽然交通如此困难，运输成本很高，但是由于双方的优势不同，互补性很强，对那些重量轻价值高的
商品贸易仍然有利可图。
从清末民初到解放前后将近一百年，这条茶马古道不断有勇敢的人在上面拼搏，其原因就是有比较优
势的存在。
任何获利的机会都会有勇者去开辟。
交易是用不着政府来管的，它自己就有极强的生命力。
怕的倒是外界力量干预，搞得买卖做不成。
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太高，一方面政府自己出面拉生意，另一方面又对民间的交易横
加干扰。
这种地方的经济很难发展得起来。
读了这本书就明白，民间的贸易动力非常强劲，政府只要不阻碍，它会自然地生长发育。
这条茶马古道要穿过一些人迹稀少的崇山峻岭。
要是真正没有人，倒也很安全。
但实际上成为商业通道之后，难免有盗匪出没，安全就成为重要问题。
马家在经营马帮运输时，不得不自备武装力量。
他们兼办了本来应该由政府保证的治安工作，当然大大地增加了成本。
由于政府力量薄弱，社会的地下组织取代了政府。
马家的马帮运输又依靠这些地下组织来保护自己。
这在政府力量薄弱的时代是很经常的。
现在的人民政府无比强大，当然不需要黑社会来管治安。
但是由于腐败渗透无处不在，个别的公安部门和黑社会勾结，残害百姓，甚至于自己就变成了黑社会
。
这些地方办商业的成本极高，经济一定发展不起来。
所谓“政清民安”，是很有道理的。
生意做大了，钱财越来越多，财产保护和交易安全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治安问题逐渐演化成为政治问题。
不仅仅因为治安是政府在负责，更因为有可能侵犯个人财产的主要是政府，所以在旧社会大商贾都和
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家也不例外。
解放前马家大院里就有国民党大员写的匾，有云南省主席龙云写的，有广西桂系将军白崇禧写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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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的，更有蒋介石写的。
大商贾结交政府要员不是没有代价的，政府的开销，军队的军饷，相当的一部分都要由大商贾出资。
中外古今莫不如此。
只是到了近世晚年，民权开智，政府由合法的税收维持，做生意才不需要巴结权贵。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完成。
大商人靠政府才有安全感。
企业被没收，被关闭，被查封，未必都有法律根据。
大老板争当政协委员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大企业的接待室往往挂着国家领导人视察企业的照片，如果领导人还有题字，更能够使自己气势足一
点，地方官员看到后会稍微谨慎一点，不敢乱来。
边境贸易比国内贸易复杂。
虽然在上个世纪初，边境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出境入境一般不需要护照，没有签证，更没有检疫
。
我国大量华侨越洋去东南亚，去美国，都没有护照这一说。
人的出入虽然方便，但做生意涉及货和款，而且涉及两种货币，就有汇率问题，更有异地汇兑的实际
需要。
商品出口换成了钱就得把所赚的钱带回来；进口商则要把钱带出去。
但是身揣大量现金长途跋涉非常不安全，所以国际汇兑业务的需求非常迫切。
马家的第二代人马泽如，开始经营国际汇兑，这比跑马帮省力，却能赚更多的钱，这是马家致富的关
键一步。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边境贸易，不论南北，同样有汇兑的需要。
各种零碎的金融服务自然在生长，但是不成规模，信用不够可靠，大大地阻碍了边贸的开展。
十几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开设中俄边贸银行，可是至今没有成功。
马家进入了金融业，就必须创建自己的信用。
金融是靠信用生存的。
一般而言信用往往是稀缺的。
稀缺的东西值钱，所以靠信用就能够赚钱。
但是建立信用需要投入。
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信用的良好记录，宁可赔本也不可失信，慢慢地信用建立起来以后，别人拿不到
的生意马家能够拿到，特别是现金和银元的运输要非常可靠、非常安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承办的。
书中谈了一些如何守信的事情，也谈到了因为守信而能够赚取额外利润的事例。
这些故事特别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学习。
现在流行的看法似乎是不守信能够赚钱，所以三角债盛行，个人对个人、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
薄弱。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曾经论证，信用好的社会
不但社会纠纷少，而且经济发展迅速。
这是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
马家成长的百年中，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
中间经过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随后的军阀混战，后来的二次世界大战。
虽然云南地处边陲，并不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但同样受到或大或小的冲击。
特别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激烈波动，经商经受着巨大的风险。
马家凭着他们的商业才赋，一个个都挺过来了，有时候还获得分外的收获。
可是解放以后，彻底否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马家百年经营的家业才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终于画
上了句号。
马子商代表马家“自愿”上交两干多两黄金，但是仍然没有逃脱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判刑15年的命运
。
罪名是三条：反攻复辟、造谣破坏、逃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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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违反人性和起码公理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慢慢有了根本性的好转。
马子商得到了平反，还连续当上了五届地方政协委员。
保护私有财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真是沧海桑田，星移斗转。
马子商在解放前做生意的时候怎么想得到会发配去劳改？
在劳改农场时怎么想得到会当上政协委员？
人生是神奇而不可捉摸的。
不过今天的变化并不一帆风顺，而且前途如何还是充满未知。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制度的学者，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是
如何发展起来的。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变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我们读这本书要感谢李旭先生的辛勤劳动。
书里不仅仅有故事，而且记载着大量的人名、地名、时间和数字。
每一个事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和人博弈而产生的。
虽然我们不可能再去经历一遍，但是有了一部口述史，总算把正史以外的生活描述下来。
如果我们想象力丰富，还可以感同身受地玩味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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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近年国际上获得很高赞誉认可的口述史的方式，通过马家第三代传人、九十三岁的马子商老人
及其家人的讲述，充分而深入、生动而翔实地记录了马家从白手起家到成为亿万巨富，再到沉寂落寞
的百年传奇历程。
记录者深厚开阔的人文胸怀及独到的经济视角，有助于读者了解风云变幻的近现代中国经济演变内涵
乃至掌故，了解中国边疆开发历程里的种种故事，了解新中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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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旭，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人才津贴。
擅长人类学田野考察和纪实摄影，专注于人类即将消失文化现象的追踪记录和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情况
的考察研究。
早已走遍中国各个省区，到过中国各个最僻远的角落，实地采访考察过中国56个民族。
曾二十多次深入藏区考察拍摄。
喜欢乡野、游泳、发呆和听古典音乐。
     
　　著有《九行茶马古道》、《地角天涯——中国少数民族纪行》(台湾出版)、《1990—1996：我眼
中的中国民族现状》、《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西藏珞巴族家庭实录》、《独步三江》
等10本专著，及《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普洱茶的故乡》等合作著作及摄影画册，另有数百篇
文章和数千张图片发表于海内外多种报刊杂志和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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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家的百年变迁（序）茅于轼活在口头上的历史（前言）我们的大家族  五世同堂全家福  我家的三所
大院我们家是如何致富的  从卖酱油的小生意到庞大的家族企业  致富之后的公益事业马帮的故事  马帮
最害怕什么  我从土匪枪下死里逃生  只准我们家做大烟生意  大象、老虎和马鹿在国外的日子里  从曼
谷到香港  大年初一到仰光  去泰国靠近金三角的地方  在国外的家族成员在思茅经商的17年  汇兑生意
的高额利润  瘴毒侵扰下的思茅  借钱给县长，拿枪给地下党，出钱修机场  枪毙了很多人，为什么没找
我算账？
戴着地主帽子的30年  上交黄金两干两  从自家的房子里被赶走在劳改农场的15年  我被判刑的三大罪状 
劳改农场应该说是一所学校  一生中的三次大难在政协工作的20年  我成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和老伴
的70年婚姻再次出门旅行  摘“帽子”后的轻松出游  三十多年后再回思茅  五十多年后重游泰国其他家
人的讲述  过去的事情让人心有余悸  老祖太的创业、治家之道  大家族里的女人们就像帮工后续部分  
不断调整生意方向，把不值钱的东西变成稀缺商品  有福同享、力往一处使的家族凝聚力  命运捉弄人
，但生活态度决定一切  在马家做先生的日子里附录  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  
泰缅经商回忆  马泽如1952年坦白书  赵季械“文革”期间（约1970年）检查材料  通海马家家族成员一
览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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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家的三所大院研究者手记：通海马家大院由三所几乎相连在一起的大院组成，三所大院建成于不同
的年代，风格也各有区别，都位于大回村中心，距村里的清真寺仅几十米之遥。
三所马家大院清幽整洁，现都还居住着他家的后人。
三所大院的众多门楣上还留有一块块彩绘的小木牌，马老告诉我那是过去用来悬挂匾额的，那些牌匾
大大小小有二三十块，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毁坏了。
其中有蒋介石题写的，另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朱庆澜、张继，桂系将军白崇禧，以及北洋冯玉祥和
书法家蒋松华题写的金匾，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题写的匾额也在其间，还有其他达官要人和文人的题
词，内容有“五世同堂”、“种德庇后”、“五世其昌”、“急公好义”等等。
可见当年的马家结交之广泛。
三所大院现在显得空荡荡的，除有的地方堆放一些农具外，基本没有什么陈设。
当年堆放满鹿茸、象牙、布匹、靛精等货物的楼上，现在堆放的是收获回来的玉米。
昔日镌刻有“五世同堂”字样的大门上方，隐约可见的是“东渠大队”、“学校”的字样。
墙壁上还有不少毛主席语录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标语。
过去老房子的枪眼也被堵上了。
过去马家的马帮甚至拥有机关枪这样的火器。
过去饱涵传统文化精髓的对联、精美的绘画被涂抹掉不少。
牌匾一块都没能留存下来。
一些门窗雕花已被损坏。
有些是被小孩子放上鞭炮炸掉的。
马家在昆明总部的两座洋楼豪宅，更显出边地少有的气派。
只要进入马家大院，看到马家洋楼，要想象这里过的繁华兴盛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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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作得有些辛苦。
尽管写云南马帮和云南商人对我来说已不陌生，写有关茶马古道的事情更是轻车熟路，但还是觉得写
这本书很苦。
录音过程轻松而愉快，但过后听录音听得耳鸣了很久，前期和后期还得大量查阅各种地方社会历史资
料，而且我对商业经济也基本是门外汉。
从第一次萌发写作滇南马帮商人的事迹，到真正开始实施，前后经过了十几年时间。
而投入该书的采录、搜集整理资料、最后落笔成文，又是整整两年多的辛苦工作，其间往返通海多趟
。
像有的人那样到哪里去走一趟半截，回来立马就写一本书出来，我自忖实在没有那种天分。
但我觉得此书的写作非常值得，也十分有意思，而且自己也很幸运。
首先得到中央电视台的张鸥举荐，了解到了马家的一些情况，后来又得到马子商老人和马家其他人的
密切配合和热情支持，同时还得到了通海县委宣传部吴云副部长和她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使我
终于完成了这本书，弥补了茶马古道滇南至东南亚一路的空白，使人们得以了解迤南路的情况，也得
以一窥过去商人的精彩风貌。
最近几年，我多次去过通海，做过一些有关通海的题目，深为那里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所慨叹。
通海在明代就有“小云南”之称，因为它地处滇中要冲，历来商业发达，而且山清水秀、人文荟萃。
马原武一家的事迹，表明了历史是有价值的。
马子商老人和其他家人对我所进行的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并给予我
无微不至的接待和关照，相处到后来，已像一家人一样。
这样的经历使我更加确信，口述史可以更真实、更直接地勾勒过去，它就是紧贴着人民而形成的历史
，它不仅为历史本身带来活力，而且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
像这样的口述工作，应该尽量抓紧时间进行，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2006年3月，我将完成的文字初稿带到通海大回村，请马老和他的家人过目审阅，并作了必要的修正和
校订，最终才定了前一部分的稿件。
待其他家人讲述的第二部分整理完毕定稿，已经是2007年盛夏了。
书稿完成后，我冒昧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求序。
因为本书涉及到不少经济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曾阅读过茅先生的一些著作，并获得许多灵感和启发
，为此也曾面见先生讨教。
茅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仔细读完了我十几万字的书稿，特意写下了一篇很有分量的序。
茅先生的序不仅充分肯定了我这部口述史的意义，还联系现实作了很精辟的发挥。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感谢茅先生用宝贵的时间浏览本书并为此写下这么精彩的序言。
我妻子盖宏睿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切实的帮助，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
要感谢的当然还有我的责任编辑丛绿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和极大的心血。
她的奥运宝宝将和这本书同时面世。
本书结稿后，我还是决定将马子商的三叔马泽如于1981年讲述、由杨润苍先生记录的一篇关于马家经
营情况的长篇文字，以及马泽如长子、马子商堂弟马祯祥(马秉祚)于20世纪60年代写的一篇也是关于
马家的文字作为附录完整地收入本书。
我还将马泽如1952年所写的坦白书，以及他的妻子赵季裱“文革”期间(约1970年)写的检查材料附录
于后，他们叙述角度、年代的不同，将能够更好地为马家的口述史提供珍贵的参照。
马泽如和杨润苍先生生前都曾在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工作。
遗憾的是，马泽如老先生早于1985年去世，杨润苍先生也于数年前仙去，马祯祥也于2005年逝世。
余生也晚，动手也晚，如果能在马泽如先生在世的时候向他本人讨教和询问，当是人生一大幸事。
在此我将他们的大作作为参考文献附录在本书之后，不仅为本书增添了许多珍贵内容，也算是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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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纪念吧，特表达我的敬意和谢意。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通海及各有关地方的方志作者和地方文史资料的作者，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为我
的考察研究和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百度和谷歌搜寻网站，那些极其高效的团体的工作，为我不在图书馆的资料查询提
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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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一家族，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富商巨贾，无数政要曾为其题写匾额；而在最初，他们从事的不过是
卖酱油的小生意，最后却发展成庞大的家族企业。
从白手起家到成为亿万巨富，他们发家致富的秘密究竟何在？
而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他们又经历了命运的沉寂落寞。
这个五世同堂的庞大家族，在百年的传奇历程中，那些起伏跌宕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故事，同样值得人
们感同身受地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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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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