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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滇藏茶马古道，作为唐宋以来即形成的民间贸易通道，是联系汉、藏、傣、拉祜、哈尼、纳西、
白、彝、傈僳等民族的纽带，它见证和反映了因古道而起、而兴或衰的西南边疆民族间的历史交往和
联系，并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凝聚和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存，是今天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
重要组成和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
然而，古道这项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却正遭受着自然和人为的种种破坏
，导致古道四分五裂、残缺不全，无法展示和表述英文化的多样性，亟待加以整体保护。
同时，以遗产区域化保护为核心的世界遗产保护新思想——“文化遗产廊道”为茶马古道摆脱重重保
护危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构建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成为我国滇藏等西南省区不容忽视的、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战略性文化工程。
因此，《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视野下的考察》以“运用文化遗产廊道理念和方法对滇藏茶马
古道这一跨区域大型线状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为中心，整理了在“面”状或“线”状层面上古道
所集聚与展示的遗产要素，基于对其遗产整体价值的认识，进一步探讨了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
的内部格局、保护层次、保护项目和推进此文化遗产廊道顺利构建的保障措施，以期为我国诸多大型
线形遗产保护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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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图3-12可知，各类型要素由于总量差别较大，导致图示高低起伏较大，但此处的分析不仅重视
总量的比较，更关注同一类型要素在各区域的分布数量及区域间的相对比较。
例如，165项历史文化要素集中分布于大理州、丽江市和普洱市，因为这些区域历史上都是古代人类活
动和古代文明的中心地。
宗教文化要素总量巨大，且集中分布于大理州、丽江市、西双版纳州和拉萨市，其中，除西双版纳州
外，其余三个地区都是多种宗教盛行并存且藏传佛教广泛传播、影响深刻的区域；而西双版纳州多信
仰南传上座部佛教。
因此，这些区域保存了异常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
民族文化要素在各区域的分布相对较平均，其中普洱市最少，此种状况缘于茶马古道沿线世居少数民
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客观事实，形成了各区域以其主体民族为本的多彩的民族文化并多表现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要素。
大理州、丽江市集聚的古道文化名城（镇、村）较多，数量分别达11个和6个，该现象是大理、丽江两
个地区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最佳历史见证；迪庆州地处滇藏交通的咽喉，良好的区位条件
促进滇藏茶马古道发展历程中的重镇名村的形成。
运输功能和经济功能要素的分布状况与历史文化要素类似，多分布于大理、丽江两地，反映了大理、
丽江在滇藏茶马古道线上的交通枢纽地位和经济交往活动中的主角作用。
滇藏茶马古道沿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青藏高原、三江并流区和横断山区伸展，决定了其以自然保护区
为考察对象的廊道内涵要素相对较均匀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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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丽萍编著的《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视野下的考察)》将茶马古道置于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视
野下，进行新的探讨。
以往学术界认识西南边疆融人中国整体的历史，主要基于内地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拓与治理，内地与
西南边疆在经济、文化、民族诸方面的联系而展开，较少关注西南边疆不同区域之间的民族交往与政
治、经济、文化联系对西南边疆形成一个密不町分的整体，共同纳入祖国有机体的重要历史作用的考
察和认识。
该书引入“文化遗产廊道”理论，对茶马古遭滇藏段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进行了较为完整深入
的研究。
该书融会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旅游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围绕着茶马古道滇藏段历史文化遗
产这一主题开展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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