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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马古道在世界上是惟一的一条可以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以茶叶为主要贸易商品，连接中国西南与
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古道，它既是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古代商路，同时又是一条历史
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交流的国际文明通道。茶马古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大型交通线路之一，在史上曾
经产生过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是目前世界上仍在部分运行的古道，也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
光最壮观、文化最丰富神秘的走廊。
茶马古道虽山高水远，却是各民族和地区间以茶为主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之路，维系着几千公里
沿途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样一条险峻曲折的人马驿路，作为地球上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
严酷的中国古老神秘的国际通道，就像一条神奇的彩带，缠绕着万水千山，隐显于林海雪山之上，回
旋于大江深谷之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云上的茶路，它将云南与西藏乃至印巴次大陆连接起来，它闪
烁着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各民族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及创造出的人间奇迹，更反映着各族人民悠久的历
史和文化，成为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纽带。
与茶马古道产生密切相关的茶叶，特别是世界仅存的云南大叶种古茶资源，同样具有不能再生性重要
历史文化价值，但由于对茶及茶马古道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及保护还不够，加上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以
及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大规模城乡及道路建设等造成的人为破坏等，使这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正不断消
失。本书通过对茶及茶马古道文献整理和实地调研，层层展开对茶及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
系统研究，希望对抢救保护中国这一宝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对进一步发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
价值，对建设祖国西南大通道，对开发茶及旅游等经济文化产业及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西南边疆有所
补益。
茶马古道定义，本拙著认为，狭义上说，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
的一条交通要道。广义上说，是指以马为运输力量，以茶为主要运送货物并进行商业贸易的交通要道
。“茶马古道”可以说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理形态最为复杂的民间国际商业要道，又是中国西南民
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和中外文明传播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
最为神秘的国际交通线路，是人类绝无仅有的又一宝贵遗产。
茶马古道横穿云贵高原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线路遥远漫长而复杂，主要分为由滇入藏道和由川入藏
道两大主干线及众多支线组成，中国境内连接滇川藏广袤的地区，境外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
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古道沿线，高山入云，江河奔流，干百年来，驮着茶叶等商品
的马帮和背夫，用脚步走出了这条有如云上的茶路。在这条茶路上，由茶叶为主要商品的贸易并由此
发展的古道交通及形成的一个个商业城镇，使茶马古道成为了既是中外交流的孔道，又是民族迁徙和
多种文化交融荟之地。
茶马古道范围虽涉及以中国西南为主的多个省区，但其中滇藏茶马古道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唐代）樊
绰《蛮书》中便有文献记载，这是最早进入藏区的运输贸易记载。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今西双版纳
、普洱、临沧等地区，中间经过今大理、丽江和香格里拉及怒江州等地区进入西藏，直达拉萨出亚丁
口岸至印度、尼泊尔等国，成为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如果以云
南历史上盛产茶叶的澜沧江中下游（主要包括西双版纳六大茶山和普洱、临沧等地区）是茶马古道上
普洱茶生产采购和运销的起点，那么沿线从云南至西藏，至中原内地，出境至东南亚、南亚等若干条
线路则构成了里程最长，覆盖中国西南大部分地区状如蛛网的庞大的古道交通路网，这也是本拙著把
这条茶马古道称为云上茶路的又一理由。
在本拙著的研究写作内容上，主要从历史研究出发，以茶和茶马古道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为依据，紧
紧扣住茶与人，茶与交通贸易及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这一主线，不仅论述了茶与“茶马古道”的起源及
发展，而且找出了茶特别是普洱茶的种植和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尤其是由于茶叶贸易所带来的
影响，包括交通道路和相关城镇的形成，以及对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研究了云南茶的历史
及“茶马古道”从西双版纳六大茶山和普洱为起点辐射四方，形成向不同方向的茶叶运输干道与支道
。本拙著还对茶马贸易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过去一千多年来，由茶马贸易形成
的这条如云上的茶路对祖国西南民族地区，对东南亚、南亚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的深
远影响等，尽可能作了充分的阐述。
总之，本书以普洱茶贸易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为线索，展示了作为普普通通的茶叶竟成为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推动力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为读者认识茶与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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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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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文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南财经大学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专家组成员；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理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
会主任；国家职业技术培训茶艺师、评茶员高级考评员，“中国陆羽奖首届国际十大杰出贡献茶人”
。
从事科研工作近30年迄今，始终坚持致力于云南地方史和民族文化、茶文化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
究成果，先后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科研论文300余万字。成为在云南地方史、民族文化及茶文化等学
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主要研究成果有：《走进西部·云南》、《云南民族文化探源》、《云南
民族民间手工艺》、《中国普洱茶》、《中华普洱茶文化百科》、《爱随茶香》、《古茶乡韵》、《
茶马古道文献考释》，《茶马古道研究》等专著，主编有《云茶大典》、《中国普洱茶百科全书》并
参与编撰有《云南通史》等。
蒋文中近30年来的科研工作，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在云南民族茶文化、普洱茶历史文化研究等方
面填补了很多学术的空白，被媒体誉为“民族茶文化传播使者”，对弘扬传播、发展中华民族茶文化
，特别在中国区域性茶文化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成绩，为云茶产业的发展及茶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做出了贡献。2008年被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选为“中国茶行业专家学者”，载入《2008年中国
茶业年鉴》和《云南省社会科学2009年鉴人物传》。2008年由中国国际品牌协会、中国新闻传播中心
评选为“中国陆羽奖首届国际十大杰出贡献茶人”。
陈绍泉，广州资深茶人，曾在国内外名牌大学深造多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茶业流通
协会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1973年至1979年在广州国营单位工作，1980年下海经商至今。从事
茶业及收藏业等多种行业，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对普洱茶长期
的收藏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有自己一整套体系的研究心得和成果，成为业内少有的普洱茶研
究及生产、收藏、流通奇人。
对云南普洱茶和红茶，认为现最迫切需要一个最体现其产品优秀品质和茶文化本质的品牌，才能充分
对接和走进市场巨大销费的渠道。但品牌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将之比喻为像走在茶马
古道般的“云上的茶路”，希望通过在理论及实践探索基础上，不仅要对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三个
品质环节的严格控制，而且需对茶文化所蕴含的“和、善、真、简”等核心精神的理解达到“高、贵
、尊、雅”品牌的塑造，去担当起几百万茶农的希望，做大叶种优质茶原产地品牌走进千家万户的探
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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