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茶马古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茶马古道>>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5900

10位ISBN编号：7516105902

出版时间：2012-2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旭　著

页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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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茶马古道>>

内容概要

　　李旭编著的《茶马古道》在20多年考察研究基础上，对茶马古道的定义、历史缘由、线路、运载
主体、区域问综合环境调适和资源互补、城镇与人口流动、文化传播交流和精神价值、意义等进行了
清晰深入的探究，试图说明，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它们的经济、
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自然而然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
文明。

　　《茶马古道》以交互流动往来的“交通线”，“通道”或“走廊”来动态地、整体地贯穿横断山
脉与喜马拉雅文化带这一区域，多方面、多角度地解读茶马古道，并将人文精神贯注其间，以熔铸对
茶马古道的人文和审美理解，将学识与阅历、感情合翼，并以生动的文笔畅述，令人耳目心境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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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旭，男，1961年生，汉族，云南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者，“茶马吉道”专家。
揎长人类学田野考察和纪实报道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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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
情况的考察研究。
有多部专著，合作著作及摄影画册出版，另有数百篇文章二百多万字和一千多张图片发表于海内外多
种报刊杂志和画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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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详细了解茶叶种植、制作和销售情况，我曾多次前往云南南部的产茶区。
其中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山颇具代表性。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注意到：“攸乐是普洱六大茶山之一，而且是最有名最重要的一个。
以前进贡皇室的普洱茶，就是这山上的出产。
这里的茶树都是人工种植的，行与行间棵与棵间的距离都有一定，有些老茶树，据说已有几十岁，枝
上披满绿色和灰色的地衣⋯⋯”　　过去乃至现在，当地人仍习惯将西双版纳的基诺山称为“攸乐山
”，将世代生息在攸乐山上的基诺族称为“攸乐人”，许多人仍像他们祖祖辈辈的先人一样，以采茶
、制茶为生，只不过他们的茶叶不再是皇室贡品，而进入了海内外众多普通百姓家。
　　基诺山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最南端的热带雨林山区，这里气候湿热，物产丰富，到处古木参天，
河溪纵横，鸟兽成群，还有丛丛浓密的龙竹点缀其间，婆娑多姿。
尽管基诺族在这里定居生息了非常久远的年代，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其进化发展的步伐，仍停留在
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
进入80年代以后，基诺族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传统幸存下来，极富特色的茶文
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
　　早就悉闻攸乐山的古茶山之名，此番专为踏访茶山而来，攸乐山还是再次让我惊讶：这里的古茶
园面积很大，估计有两万亩之多，绵延几座大山，攸乐人世世代代以这些古茶树为生，乐此不疲。
从攸乐山腹地的亚诺寨后上山，山坡上多是上百年树龄的老茶树，几乎每家都有几百株。
它们夹杂在巨大的樟树、榕树、龙竹林间，完全与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融为一体，时时采纳着天地大
气，刻刻吸取着万物精华，那些古茶树虽已有数百年树龄，但仍生命力旺盛、生机勃勃的样子，一棵
棵枝叶茁壮，老树吐新芽，全然与现代文明的化肥、农药无涉，怪不得它们味道醇厚绵长、茶色沉着
透亮，拥有那么多无保留的崇拜者⋯⋯连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普洱
茶都有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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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旭编著的《茶马古道》的最初萌芽，源自带探险性质的田野考察，高原奇崛跌宕的山水、人文本身
，即予人艺术和美感的强烈冲击。
到过藏区的人都会有同感。
所以藏区高原一直是孕育各类艺术的沃土。
而本书最初的一些文字成果，就是考察时浓郁实感的反映和写真。
这样的题目，实在难以正襟危坐、苍白干枯、甲乙丙丁地谨严论述。
后来更考虑到，任何成果，如果以带知性并带情趣的笔触表达，将学识与阅历、心境合一，并以散文
化的文笔畅述，使更多读者接纳并赏识岂不更好?后来茶马古道声名鹊起，很快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关注
，恐怕与此有关。
何况，中国历来还有学问与文学紧密结合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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