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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新理论，其更加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及更重视沿线各文化社区之

间相互交往交融。川藏茶马古道是汉藏两地之间各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纽带，其中雅安段作为该线路的

起点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线路视角下以沿线文化整体性思路探索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的文化价值，

对沿线各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形成一体化的文化产业集群，建立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体系及统筹协作、

整体保护的管理体系，深挖沿线文化产业多元价值，赋能沿线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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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he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esearch, cultural routes emphasize the inte-
grity of cultur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com-
munities along the route. The Ancient Tea-Horse Road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economic and re-
ligious exchange link between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Han and Tibetan two plac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line, Ya’an section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out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Ya’an section of the Sichuan-Tibet Tea 
Horse Ancient Road with the idea of cultural integrity along the line, integrates the cultural ele-
ments along the line to form an integrated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along the line, establishes the 
tea-horse ancient road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system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overall protection, deeply excavates the multiple value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long the line,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nd empowers the rural revita-
lization along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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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线路的提出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文化线路科

学委员会成立起，再到《2008 文化线路宪章》的形成正式确定了其概念[1]。现阶段我国对文化线路的研

究多集中在概念解读及具体线路的分析与价值评价研究，但在不同视角下的研究相对孤立，缺乏与新兴

技术及理论的有效联系。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 2020 年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中国“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

一[2]。但仍有相当部分民族地区乡村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致使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落后。此类型地区在新发展时期所面对的抉择是以何种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推动地区发展。在乡村振兴

背景下和文化线路的理论支持下，依托各具特色线路中的文化流动、人口迁徙、沿线民族风俗等非物质

要素以及历史文化遗迹、文物、特色产品等物质要素，对各文化线路进行充分挖掘扩展与保护开发，助

力沿线乡村进一步发展。 
雅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处四川盆地至青藏高原的过度段，特殊的地理区位使雅安成为汉族与

藏、彝、羌等少数民族交汇处，历史上被称为“民族走廊”和“藏区门户”，且是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3]。茶马古道是连接西南产茶区与藏地之间以“茶”“马”为主要交换物资的交通及贸易古道[4]。其

至二十世纪中叶依然兴盛，是我国与周边国家文化、物资交流的重要途径。雅安段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

起始路段，更是拥有独特的地理及历史因素和“背夫”文化，在整个茶马古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在文化线路的拓展保护与价值提升助推乡村振兴的视角下，以川藏马古道雅安段为例，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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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蕴涵的文化线路特质、文化资源以及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联动机制。提出雅安段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

保护战略，以拓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线，为类似的跨区域线形文化遗产资源的研究、保护与开发以

及沿线地区进一步推进乡村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2. 茶马古道概述 

由于历史朝代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在“茶马古道”概念提出之前，其所涉及的古代线路有众多名称，

如“旋牛道、五尺道、进桑麋泠道、永昌道、唐蕃古道”[5]以及民族学界常使用的藏彝走廊等。不同领

域的学者们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涉及地域、具体线路、贸易内容和影响范围等多方面。深入研究分析“茶

马古道”的概念与内涵以梳理其理论和实践脉络，对于进一步拓展内涵和提升价值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1. 概念界定 

“茶马古道”由古代的“茶马互市”不断发展而来，其是在“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

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5]的需求诱导下产生的。由于吐蕃在唐朝时期逐渐成为西南地区

的主要威胁，此时唐对藏采取怀柔政策，故在贸易往来中保持谨慎。宋时期，由于战争因素，对战马有

较大需求，直接拉动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并且该时期形成了完善的贸易制度。“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

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皆良马也。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糜

之”[5]。在蒙古铁蹄之上所建立的元朝在藏区马匹并无过多需求，故并无强烈意愿推动茶马互市的发展。

明朝时期则大体上延续前朝相关制度，进一步增设互市地点。清朝互市有所衰落，清政府逐渐将茶叶贸

易重心转向出口，且由于印茶入藏，西南茶叶市场受到冲击。 
在不同时期建立并完善的管理机关及制度，其专职管理官方茶马贸易，阻断茶农、茶商等私贩茶叶。

官府垄断的茶叶贸易虽增加了朝廷收入，解决战马紧缺问题，但对于民间贸易的严苛管制，使得原有的

贸易空间被不断压缩，仅靠官府的统一经营无法满足汉藏两地的民间需求，因此出现了不同于官道的民

间私茶通道。这些犹如毛细血管般的“小路”将“官道”互相连接，并不断辐射周边地区。综上所述的

各历史时期并未形成“茶马古道”的准确概念，但其各局部性的古道已成为地区文化、民族、经济等方

面交流的重要纽带。 
“茶马古道”一词由木霁弘、徐永涛等学者在 1980 年提出，其将沿路景观与藏族嗜茶习俗综合考虑，

逐渐提炼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对“茶马古道”的内涵做

出初步界定：“茶马古道在唐代就形成了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核心，西出印度、尼泊尔，东抵四川

盆地西缘，东南至桂林的网络”[6]。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给川、滇、藏以及联通南亚、东南亚等各地

区及国家之间众多纷繁复杂的线路网络一个较为统一的名称，并引发巨大反响，带动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和讨论。 
“茶马古道”跨越时间之长、串联面积之广使其并不仅仅指一条或几条已明确的线路，而应是对我

国西南地区及邻国相互连接的巨大交通网络的统称。对其内涵的解读应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出发。广

义来讲，连接西南地区之间以及与沿线邻国之间的以马帮为运输载体的贸易古道都可以称之为茶马古道，

其不单纯只是贸易往来的通道，更是民族交往、文化交流的线路，以此定义下，不论是从事茶叶还是其

他商品交换所形成的线路，均称为“茶马古道”。狭义的理解为，“茶马古道”指川、滇、藏之间以驮

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贸易古道。 

2.2. 雅安段的主要价值 

雅安段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关键段，及重要的交通、贸易、管理和文化枢纽。其主要核心之一的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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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历代茶马互市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大量与茶马贸易相关的茶号商队集散地。坚固精巧的交通设施在

这里得以运用，繁华的城镇村落应运而生。该段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沿革、厚重的文化底

蕴。 
1) 雅安段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段。作为茶马古道川藏线的始发部分，其是东连邛崃至成都，西达

泸定至康定藏区的局部性通道。该段全长约 400 千米，虽东西跨度不大，但在较短的距离内地势起伏明

显，海拔落差极大，由几百米起伏上升至五千米以上。可以称为古道中最为艰险与苍凉的一段。雅安段

通常可以分为由从雅安经荥经，越大相岭到汉源，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的官道“大路”；以及另一条，

自雅安到天全，越二郎山，经泸定到康定的“小路”，因系山间小路，故因此得名。“官道”沿途幺店

子、哨站众多，商贾旅人及背夫马帮等流动较为便利。“小路”则更为艰险，沿线多维山地沟壑，急水

湍流。 
2) 雅安段是南路边茶的重要生产基地。自汉吴理真植茶于蒙顶山伊始，雅安成为世界上有文献记载

最早的人工栽培茶叶的地区。作为重要的茶文化起源地及产地，从唐至清，雅安蒙山茶一直作为皇家贡

茶。随着茶马互市政策的推行，雅安也成为官方指定的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重要基地。 
3) 是茶马互市的交易枢纽。该段中雅安及康定均为茶马古道重要的交易转运枢纽，据统计，宋代四

川产茶 3000 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进了藏区之中，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天全)口岸交易的川茶

达 3 万引，占全川茶引的 80%以上[7]。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 1400 万斤以上[8]。康定城为川

藏茶马古道上第一重镇和汉藏贸易最大的市场，是民国时期的三大商埠之一，锅庄、缝茶及运输成为老

康定的三大产业。 
4) 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平台。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汉藏及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聚合的

过程。雅安段作为连接汉、藏两大文明的重要通道，其不仅只是贸易古道，更是促进民族之间沟通联系，

文化、思想和观念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在文化性和社会性方面具有显著价值。 
5) 雅安段“天路背夫”的独特文化。雅安段在较短的距离内地势起伏明显，海拔落差极大，由几百

米起伏上升至五千米以上。短距离内的海拔急剧变化造成道路多为崎岖的山间小路，使得牲畜驮运难以

在恶劣的道路环境下有效的进行，且“大路官道”的严格管控以及运载能力的限制，使得沿线居民的贸

易往来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此时“背夫”作为一种肩负运输重任的群体出现，依靠人力背运极大的拓

展了延雅安段的货物运输能力。“背夫”这一职业在古道上早已消失，但其已然成为该段特有的文化符

号。 
6) 雅安段汇集了丰富而珍贵的自然资源及遗产资源。雅安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50.79%，有着优越的自

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系统。茶马古道雅安段所经之处，多是林木葱郁，苍翠欲滴，峰峦叠嶂，崖壑峥嵘

的自然景观；穿越了 8 个风景名胜区、3 个森林公园、1 个自然栖息地、1 个湿地保护区，以及大量茶园、

农田等绿地系统。雅安段经过千年积淀，形成了丰富复杂的道路体系，沿线遗产内容丰富，涵盖了从历

史村镇、遗址到石刻墓葬、古建群落诸多方面的内容，单项遗产也具有较高的综合价值。有古建筑类遗

址 17 处、古城址 6 处、古遗址 6 处、多处石窟石刻，桥梁码头等各类遗产[3]。 

3. 文化线路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3.1. 文化线路的概念 

首先，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兴的遗产类型，其思想首次提出是在 1964 年欧洲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中，

随着 1987 年“欧洲文化线路项目”的正式开展，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形式因其崇尚“交流和对话”的

理念而进入人们视野[9]。随后对其概念的研究中强调文化线路继承发展于遗产线路，具有明显的动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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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体现了不同区域及民族之间持续交流产生文化融合的现象。思想出现的早，但八十年代中后期才有

项目正式开展，详细理论到 2008 年才逐渐完善。自 2004 年李伟等首次对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线路进行介

绍以论述其对大运河整体性保护所提出的问题后，文化线路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

研究仍处于较为初级阶段。虽然概念引入较晚，但对于丝绸之路、蜀道等具体文化线路中的路线界定、

勘探考察和遗址保护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在历史、考古等领域得到了研究关注[1]。 
其次，通过对概念的深入分析，可以从文化线路的内涵表现中对其有更深刻全面的理解。内涵表现

为：1) 其本质是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集合，包括一定时空内互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流动线路的一切

内容。沿线存在的物质要素决定并见证了交往线路本身的存在，如交通线路、城镇、村庄、驿站、码头、

古遗址、重要史迹等。非物质要素则赋予线路整体文化意义，如风俗、传统技艺等体现了文化在线路上

的流动。2) 强调沿线各文化的相互交往与影响，具有典型的动态特征。沿线各文化社区之间的相互交往

交流是以动态多维度的方式进行的。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3)
其不仅具有整体文化价值，更承载了自然系统所拥有的生态价值等，体现价值构成的多元性。线域散布

的众多文化节点在线性空间里呈现出密集的串联和聚集，共同营造了线域整体性的文化生态环境、奠定

了文化线路在本质上的文化属性[10]。并且文化线路强调其整体跨文化性，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的单一累

加，体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与对话，充分展示人类文明的进程。 

3.2. 文化线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文化线路强调文化整体意义，重视沿线各文化社区之间的影响和交往。在文化线路理论的指导下，

以整体化思路对沿线各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形成沿线一体化的文化产业集群，促进线路协同发展，赋能

沿线乡村振兴。茶马古道不仅是不同民族、地区物资交换所推动形成的陆路交通线路，更具有民族文化

交流族融合的文化特征，各族人民创造并保留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要素赋予茶马古道整体价值效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中尤为重要，以高质量、绿色发展理念和方

式推进乡村发展、建设、治理。各地区因地制宜，以资源禀赋特点切入，积极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

产业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乡村振兴不仅是发展经济，其最终目标是农业农村的全面现代化，因

此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人才和组织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战略[2]。文化产业因其具有文化与经济双重

属性，且属于绿色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其高质量发展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

划”；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激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活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11]。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将二者有机结合，不断深挖川藏茶马

古道雅安段文化的多元价值和多维发展路径，最大限度的开发文化资源。在强调沿线文化整体的背景下，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高效可持续地将文化线路的内在价值实现转换，促进

沿线产业开发，实现对该文化线路的拓展保护与价值提升。以沿线文化产业发展为导向，对全面推动乡

村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3. 内在逻辑 

现阶段，部分小城镇、乡村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的进程中，暴露出同质化、益贫效果差、特色文化

产业无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问题，也面临着产业短板、人才短板和文化短板等薄弱环节的制约。在

文化线路整体的思想下，探索文化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就显得的十分必要。 
文化产业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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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沿线属于生态脆弱地区，发展高度依赖资源环境的工农业不

具有优势，应积极进行产业转型，通过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推动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此避免对

环境过度依赖而落入“环境–贫困陷阱”。我国民族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推动特色

优势资源的资本转化，提升沿线产业的文化附加值，充分发挥当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乡村

产业自造血功能。 
文化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是重要路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提出，发展乡村特色

文化产业，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耕文化展示区，打造一批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文化产业特

色村和文化产业群。文化产业除自身文化属性外，还是由经济、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共同组成。充分挖

掘要素禀赋和资源潜力，发挥文化线路沿线特色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以数字化、集约化的发展方式推

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多产业协同，增强沿线产业竞争力，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内部驱动力。 
文化产业发展与建设生态宜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

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正确

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我国所实行的乡村振兴是一条绿色、

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增长的

同时保持“绿树青山”。文化产业的非物质化要素投入和非污染性产品消费特点是物质产品产业所不具

有的。其属于典型的环境友好型产业，且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于一体。以文化产业发展

为导向，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生产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不相容的矛盾。 
在文化线路视域下，沿线整体文化产业由于在资源禀赋、经济价值、理论价值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

方面具有独特性质，可以在多维度下推动沿线地区的乡村振兴。 

4. 实践路径 

文化线路是专门针对跨区域、综合性的线形遗产资源提出整体保护和具体保护的战略措施[11]。川藏

茶马古道雅安段除了其本身商道的经济属性外，更是促进西南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情感交往的精神纽

带，凸显其文化属性。各民族长期的共同发展下形成了极其丰沃的历史文化遗产，赋予了古道整体价值

效应。此时，以文化线路作为整体概念对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进行拓展保护与价值提升，对沿线乡村的

全方位、多领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建立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体系，以文化整体作为拓展保护对象。现阶段沿线文化保护质量普遍

不高，单一的保护模式，造成同质化问题严重，已经无法满足整体文化内涵的不断充实的要求，所带来

保护效益也多为短期、不可持续发展的。应在“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整体概念指导下，穿点成线，以

线拓面，将沿线不同文化资源相互连接，在文化线路理论的指导下，促进各区域协作发展，从而拓展构

筑覆盖全线的文化空间保护网。 
2) 文化赋能，深挖沿线文化产业多元价值。对于茶马古道保护是基础，如何通过把茶马文化进行更

深层次的挖掘利用，最终促进沿线区域地生产生活生态的发展，使特色民族文化复兴，需要得等多的关

注。以整体化思维充分挖掘沿线特色文化资源，依托资源优势，深挖文化产业多元价值，以文创方向为

切入点，通过创意开发向经济价值转变，为传统产业产品成为新的发展思路。培育特色文化产业业态，

延长产业链，重塑价值链，赋能沿线乡村特色农业发展，特色手工业发展，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文化旅游圈与特色产业链相结合。文化旅游圈意指对旅游者形成旅游吸引力的一定的地域范围，

当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行为模式、建筑风格等受到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影响而具有的相同性或相似

性，为旅游者提供文化访古、探究、学习和体验等功能的一个抽象的旅游目的地的集合表现体[9]。通过

对雅安段的价值凝练，可以总结出以“茶”“马”“道”三个文化要素组成的文化产业是沿线最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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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链。在文化旅游圈的整体范围内，建立以茶为中心的，集种植、生产、制作、销售为一体的“茶”

文化园区；以茶马贸易市场为核心区域，建立沿线多民族、多区域的经济交流平台，促进大量特色产品

的贸易互动同时，加强沿线人的聚集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以“道”的交通作用，与沿线特色民俗文化、

村落文化等相结合，深度挖掘文化价值，建立多条文化体验型旅游线路以及徒步健身步道等户外运动线

路，大力建设特色文化旅游圈，助力沿线乡村振兴。 
4) 建议统筹协作、整体保护的管理体系。对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文化线路的历史文化资源实施有效

保护，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充分利用古道的商贸交流、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教育和休

闲旅游的功能，开展沿线区域多方面合作发展，发挥资源优势，以雅安段文化线路为契机，科学合理的

开发利用，实现多赢。为实现整体保护目标，建立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实现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和动态

管理监测，基于动态管理的数据网络平台进行数据和技术的共享，建议建立各管理、研究、利用的相关

机构、部门之间交流分享的长效协作机制。各方与遗产保护利用有关的部门、企业、个人应当对茶马古

道文化线路的定义、内涵、价值达成共识。 
5) 构建多元助力，目标明确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良性发展的人才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

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强新时代人才队伍建设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推进高质量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2]。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内驱力，是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障。激

活“人才链”耦合“产业链”，紧扣地区产业发展需求，建设合理的人才梯队。民族地区乡村应培养高

素质农民队伍、乡村实用性人才、乡村文化旅游服务管理人才等多种多类高素质人才队伍，并建立健全

人才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人才要能培养、留得住更要引得来。以舆论引导靠机制保障，

高校、政府及企业多方协同，以观念的转变促进人才流动，同时完善人才扶持保障机制，积极推进产学

研合作发展，综合提升地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 

5. 结语 

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依托文化线路理论，为综合研究、拓展保护以及价值提升提供了新的视角。其

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既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见证，也是我国现代民族团结、睦邻友好的重要实施路径，

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面对现阶段乡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应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的比较优势，

稳步推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文在文化线路的视角下，对茶马古道的概念，雅安

段的主要价值以及文化线路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利用整体文化概念，最大限

度地对其进行保护开发，健全优化沿线文化产业链，建立健全区域合作管理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引进培

养。以文化产业激发沿线乡村“自主造血”功能，培育地方文化产业新业态，多产业多领域共同发展，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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