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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一个年轻茶人、民俗摄影工作者的镜头和个性化的文字，以“我”的独特视角进入茶的世界
，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亲历茶树原产区探索普洱茶的奥妙，走进茶马古道上的各民族村寨，进行实地采
访，试图发现、展示茶马古道——这条文化和物质传递通道上的人文风采，使中国这个茶叶古国的风
韵，以及原生态的民族茶文化鲜活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让国人为之骄傲。
真切的文字和饱含情感的图片带给我们的更是一种感动和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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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缉东，1970年生于广西博白，从小酷爱美术，十二岁开始学习摄影，擅长拍摄风光民俗静物，作品
曾多次在国际国内摄影大赛获奖，出版过个人摄影集，现为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士。
关注各种人文现象嗜茶，从1991年起二十多次深入西部地区，其中十几次走访茶马古道，用图片和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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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茶马古道真实、寂静，曾经喧闹繁华。
留在神州大地上和中国人心里，不因时间而磨灭，上面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血脉。
 茶，原产于中国云南。
茶为国饮，中国人饮茶已五千多年。
茶自唐以来是西部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是藏人的生命。
 马，良马来源于西北边境，是内陆地区运输、骑乘、农耕和作战的重要工具，是古代的汽车、坦克和
拖拉机。
 古道，一千四百年历史，茶和马在上面川流不息地流转，人与马脚下的路像血管样交错在中国西部广
袤的山水之间，血管里涌动着中华民族的人文血脉。
 “茶马古道”是倾注了感情的四个字。
每个字都是一部厚重的书。
有人说它恢弘，有人说它神秘。
最初踏上这条路是1991年。
那时它还没有这么意蕴丰富、韵味十足的名字，但是它吸引我十几年。
为了解这条路及其周边的风土人情，我阅读了大量书籍资料，十几次来到茶马古道的区域，现在它仍
旧吸引我，不是强烈的吸引，而是绵长的向往。
 丰富多彩、神秘未知、惊险多变、风情万种。
所有吸引人的要素茶马古道都具备了。
我喜欢这条路，因为它经典——静静地延伸，不因为人的注意而存在，不因为人的忽视而消失，也不
跟着时尚变化，变化的是这条路上的斗转星移。
 茶马互市之路 茶马古道——现在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专用名词。
 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古道称茶马大道。
茶马大道产生于中国唐代汉族产茶区的茶和吐蕃良马的交易，史称茶马互易或茶马互市。
在官方指定的交易地点，茶和马相互交易，时间久了，就有了相对固定的茶马互易通道，就像古丝绸
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几条著名的古道一样。
 任何历史深厚的古道都具有相同特点：运载物资，传递文化，民族融合，血脉传承。
 最初，茶和马的关系是中原人把茶卖给西北少数民族，从他们的手中换取良种马。
藏区的藏民是茶的主要消费群体。
中国藏族地区前身——吐蕃是在清代才正式归入中华民族版图内，但一千多年来两个区域互惠互利的
贸易，收获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双方的安定，这是绝大的双赢。
 需要提及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传承和一致的特点，中国的几条文明古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茶马大道的一段(从四川到西藏)是古代唐蕃古道的路线，而且古代茶马道与古丝绸之路在甘肃天水、
兰州等地交叉、重叠。
兰州也是茶马古道重镇之一，在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相关的甘肃地区考察期间，我穿行在河西走
廊，走访当地的回族老人，并向专家请教。
当自己置身于资料中提及而不被世人关注的茶马古道北部交易大镇时，心里有按捺不住的兴奋。
 以马运茶之路 十几年前，李旭和他的几个热血同伴在历经艰苦执著的茶马道行走时，给茶马大道想
出一个亮堂堂的名字“茶马古道”。
这四个字无论从语音节奏、语感，还是表意、结构，尤其是留给人遐想空间的古意，对茶马道来说都
是再贴切不过了。
 他们给茶马古道的定义是：用马运茶(也有部分盐等日常用品)的道路。
 对于由滇入藏的茶马之路来讲，他们的说法是成立的。
在一千多年间，无论内地对马需求与否，茶都经年累月源源不断地从滇南运到藏区。
 茶马古道这四个字越叫越响，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自己的茶马古道之梦来到滇藏地区，试图用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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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与过去的赶马人应和，去感受那份久远的、几乎已经逝去的古意。
 但在各种公共信息平台上，古代的茶马交易通道和滇藏一带茶马道定名、定义概念混杂交织，含混不
清——茶马古道到底是茶马互市之路，还是用马(也有用牛、骡)运茶之路? 茶马古道 或者可以这样理
解，在“茶马古道”这个意蕴深远的名字下，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涵括更广的概念。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大道，还是现在说的茶马古道，茶和马是路上的主角，当然也少不了那些给
古道增添神奇浪漫色彩的勇敢智慧的探险者——赶马人。
所以，广义地理解，茶马古道的视野更加宽广。
 茶马古道的意义更在于它是一条古代的物流通道。
从今天完备的物流体系这个角度来看，一千多年前茶马古道上流动的茶、马和人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物
流体系元素。
 因为喜欢茶，因为好奇这悠远古道，我已经走过我的视野内茶马古道的许多地方。
但想要走完，确属不易。
 无论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茶马古道和茶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只要跟它们相关的信息都会令我心跳加速。
原始的山川河流，几千年来滋润中华儿女的茶叶，绚丽的西南风情，竹楼、火塘、土锅⋯⋯为了这份
牵挂，我不断学习、探究，一次次踏上这片迷人的土地，用脚印填补对茶马古道的未知，勾画我的—
—茶马古道。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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