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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知道自汉代至元末。在中国的西部有一条丝绸之路，曾经是中西方经济文
化交流的通道。这条通道在元末被大漠风沙湮没。但是，从清代中叶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从中国的
江南产茶区有一条穿过整个中原腹地和北方草原、蒙古高原，纵深进入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彼
得堡直至欧洲的重要国际商道，一直到20世纪初才淡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曾经繁盛了260多年的中俄万
里茶路，俄国人至今仍然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中俄万里茶路创造了亚欧大陆近代经济贸易的
辉煌，在两个多世纪里，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澜中，中国商人、英国商人、俄国商人等，围绕茶叶贸易
展开激烈的商战，随着茶叶贸易的展开，在这条穿越亚欧大陆的万里茶路沿线，形成一座座城镇，促
进了中国江南文明与中原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与俄国西伯利亚文明、远东文明、欧洲文明的碰撞与
融合。万里茶路上活跃的经济贸易活动，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长途水陆
运输、市场交易而形成庞大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力资源流，促进了沿途不同地区近代工业化
的进程，成为近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范例。

殊不知，这条曾经创造了伟大的商业辉煌、融合不同地区文明的茶叶之路的源头之一就在湖北南部的
羊楼洞古镇，万里茶路最大的集散地就是被誉为东方茶叶港的汉口，以晋商为主体的运茶船队，从汉
口启程逆汉水北上，行程700多公里，到河南的赊店，水运结束，用骡马驮运继续北上，渡黄河，翻越
太行山羊肠小道，进入晋商故里的晋中，过雁门关，分成东路经张家口沿张库大道到库伦（今蒙古国
的乌兰巴托）直至恰克图：西路从杀虎口到西北重镇归化（今呼和浩特）到库伦直至恰克图。由于中
俄边界茶叶贸易，中俄边境的小城恰克图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重镇，甚至引起正在伦敦写作《资本论》
的马克思的关注，他撰写了题为《俄国的对华贸易》的评论文章，刊登在1857年4月7日的《纽约每日
论坛报》上，分析俄国独享了在中俄边境贸易的优越地位及深远影响。

到了20世纪初，由于国际政治风云变化，中国与俄国发生的国内革命与社会变迁，以及世界茶叶市场
新格局的出现，再加上交通线路的巨大变迁，曾经繁盛了260年的万里茶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被人们
淡忘，成为20世纪最大的历史遗忘。但是，万里茶路沿途至今保存着许多弥足珍贵的物质与非物质的
文化遗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复兴万里茶路，再现万里茶路的辉煌，重新评价它的价值，
以此来推动三国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中俄蒙三国政府和民间的共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
主席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的万里茶路和今天石
油天然气管道是中俄两国的“世纪大动脉”。

近十年来，中俄蒙的学者和企业家们呼吁万里茶路复兴的呼声越来越高，启动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
动，从201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也启动了“中俄万里茶路文化线”的申遗，先后召开茶路遗产保护的
研讨会。通过了“赤壁宣言”和“赊店共识”。继2014年世界遗产保护大会通过将丝绸之路和大运河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提议后，中俄万里茶路的沿线城市如武汉、二连浩特、武夷山等地为提议将
中俄万里茶路申遗，相继开展“重走中俄万里茶路”等各种形式的寻访茶路遗址、遗迹和理论研讨活
动，以推动中蒙俄三国联合申遗的进程。

本书以清代中叶中俄万里茶路的兴起到20世纪初的衰退为时间主线，以万里茶路的源头福建武夷山、
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到东方茶叶港汉口、汉江上的古老城镇天门岳口、襄阳、老河口、水陆转运中
心河南南阳的赊店、洛阳的孟津渡口、太行山的晋城、晋商大本营晋中的祁县、榆次、张家口、呼和
浩特、二连浩特到蒙古国的库伦、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及俄罗斯境内万里茶路几个主要的接点城市为叙
述的空间，以茶路形成的历史事实和与茶路相关的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包括以晋商为主体的华商、
英商、俄商、官府与民间茶商），来介绍万里茶路的辉煌历史与在时代的急风暴雨中它必然湮没的悲
哀，以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复兴万里茶路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中俄万里茶路创造了亚欧大陆近代经济贸易的辉煌，在两个多世纪里，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澜中，中国
商人、英国商人、俄国商人等，围绕茶叶贸易展开激烈的商战，随着茶叶贸易的展开，在这条穿越亚
欧大陆的万里茶路沿线，形成一座座城镇，促进了中国江南文明与中原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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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文明、远东文明、欧洲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刘晓航所著《穿越万里茶路》（六书坊）以茶路为轴心展开了对茶文化、茶路历史以及其对文化文明
影响力的研究。
本书以清代中叶中俄万里茶路的兴起到20世纪初的衰退为时间主线,以万里茶路的源头之一的湖北羊楼
洞到东方茶叶港汉口,水陆转运中心赊店,晋商大本营晋中,归化、张家口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这几个主
要的接点城市为叙述的空间,以茶路形成的历史事实和与茶路相关的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包括以晋商
为主体的华商,英商,俄商、官府与民间),来介绍万里茶路的辉煌历史与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它必然湮没
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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