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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马古道丽江雄风》二十余篇文章，分成四个部分。
在这四个部分中，想表达的是，丽江的山水见证了茶马古道的雄风而富于灵性，丽江因茶马古道更加
神秘和奇美，大香格里拉因丽江而更加名副其实。
在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圈中，丽江的山水和文化是独具魅力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值得体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茶马古道丽江雄风>>

书籍目录

前言回顾历史滇藏茶马古道的兴起和发展茶与生活马蹄沉沉茶马古道上的一天顾彼得与茶马古道的情
缘奔子栏见证一段民族交往历史铭记过去丽江在茶马古道上的地位和影响茶马古道上神秘的塔城格桑
花为爱而开铃声响过阿卡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个家族在茶马古道上的记忆、文化与生活走进丽
江古城神路，人类精神的天堂之旅弘扬文化丽江马帮精神和古道雄风怀念马锅头爷爷与茶马古道伴生
的马帮文化随想马锅头婚礼品味丽江畅游丽江束河古镇追寻茶马古道上的求索精神体验丽江丽江在大
香格里拉中独具魅力的山水和风情玉龙归来不看山从丽江到丽江——拉市海、茶马古道考察行记灵石
之韵杜鹃啼血映山红“三江并流”老路新走守望故土一千年我爱香樟树玉龙山下结伉俪漫话纳西情歌
三部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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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以前，纳西族部落仍处于“酋寨星列，互不统摄”的分裂局面。
宋末元初，蒙古兵合围攻大理国时，另一支么些部落在阿良的率领下归附了元军，并协助元军攻克了
大理、昆明、远征缅甸。
元军平定云南，统一天下，给沉寂了近五百年的纳西先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开田、修水利、兴矿业、茶马互市，丽江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纳西族在这一时期渐趋统一。
丽江马的交易场所不仅仅局限于岭南马市了，已经走向全国各地。
尤其是元朝建立交通驿站“站赤”，“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据《元一统志》记载，仅“丽江路马站三处，马六十匹”。
这样，民间养马业方兴未艾。
　　如果说当初的纳西族首领归附于元朝是强势所迫，那么，当30万明军攻入云南时，阿良的后裔阿
得是主动“率众首先归附”。
归附明军后，主动随军征讨，参加了景东，定边，麓川等多次平定战争，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嘉许，班
师回朝后，亲赐阿得“木”姓。
木氏土司深谙其中内涵，依靠中来王朝，养兵蓄锐，频繁向西藏用兵，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致木
氏土司势力到明中期膨胀一时，曾达云南省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纳西族的历史角色也由被动转为主动，这一时期是纳西族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大发展时期。
木氏土司拥有了“知诗书，好礼仪”的美名，“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建筑群拔地而起，丽江
古城、白沙壁画，白沙细乐等民族文化精品已经成型，民族文化逐渐博大精深⋯⋯　　木氏深知朝廷
对自己的信任尤为重要，所以不断邀宠受恩，屡表忠心。
其主要手段除了攘除边境外患，还有重要一招是不断上贡纳银。
贡品主要以丽江马为主，仅仅洪武16年这一年，木氏土司向朝廷上贡丽江马127匹，贡银2万两，后来
朝廷念及边地贫瘠，贡银“以马代输”。
丽江马作为贡马，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明以前，丽江马主要作为贸易商品，突出了经济上的作用，而今作为上贡朝廷的贡物，突出的是政治
意义。
　　清代以降，木氏势力衰微，西藏又一次纳入中央版图，使丽江失去了“西北屏障”的区位优势，
木氏土司把持的庄园领主经济已越来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
改土归流，使丽江“土皇帝”木氏土司一蹶不振，受益的却是广大丽江人民。
这一期间，丽江的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丽江的手工业也逐渐繁荣起来。
同时，滇川藏之间的茶马古道也成为重要的交通贸易线路，丽江马帮成为古道上的主力军。
纳西族中前往西藏经商的马帮生意人称为“藏客”，藏客的崛起促进了丽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抗战
期间，整个国内只剩一条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国至印度的国际通道。
其中从昆明出发，经过大理一丽江一中甸一昌都一拉萨一尼泊尔，最后抵达印度新德里的这条陆路运
输线成为重要交通要道，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丽江在这条陆路交通线上成为货物转运站和商品集散地。
北京、上海、广东、山西、四川等地的大商号也纷纷来丽江设店立号、鼎盛时期商号达1200多家。
　　丽江马的声誉也由此远播海外，尤其在南亚、东南亚国家享有盛誉，海内外客商慕名而至，丽江
马成为他们青睐的购买对象。
明清时期，丽江马的交易中心已转移到丽江，民国初年创办了三月、七月骡马交流会，成为丽江马进
行大宗贸易的活动。
并一直沿办到现在，成为丽江重要的民俗节日。
　　近几年随着丽江旅游的兴起，丽江马的历史角色渐趋淡化，丽江马不再是丽江的代名词，人们谈
论更多的是这里的奇山异水，民族文化，风土人情。
丽江马的身影在金川玉璧间活跃了近两千多年之后，渐渐定格于历史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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