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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世界上唯一因茶马互市而产生的千年古道，它源于古代我国西南边疆的马帮

运输，茶马交流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其中滇藏茶马古道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南起

云南茶叶产区西双版纳、普洱，经临沧、大理、丽江、迪庆进入西藏，直达拉萨，进而延伸至尼

泊尔、印度。途经汉、彝、哈尼、基诺、傣、拉祜、回、白、纳西、藏、傈僳等众多民族的城镇村寨，

沿途山川险峻，风光绮丽，物产丰富，建筑风格独特，民族文化灿烂多彩。历经沧桑的茶马古道，

在各个历史时期，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沿途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沿

途地区的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族人民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

铸就了坚韧不拔、不避艰险的马帮精神。茶马古道不单纯是一条商贸通道，而是一种贯穿着历

史文化的精神所在。茶马古道是各族人民团结友谊的见证，是一座巨大的资源宝库，是一座雄

伟的丰碑，是一笔宝贵而丰厚的遗产。

旅游业既是绿色经济又是文化产业。在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的世纪工程中，

旅游业不容小视。茶马古道与七彩云南、香格里拉、边屯文化被确定为新时期着力塑造的云南

知名品牌。探索、研究、宣传、保护、开发茶马古道是云南“两强一堡”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一

项内容。

云南省茶马古道保护开发协调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茶马古道系列丛书”旨在将

探索、发现的茶马古道史料汇集成册，将分散的研究成果系统化，为人们了解茶马古道提供读本，

为研究茶马古道提供基础，为保护、开发茶马古道提供科学依据。“茶马古道”在学术界、坊间、

相关部门的共同关注下，定能成为云南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之重器。

历史的丰碑   宝贵的遗产（代序）

                                                         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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