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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解读民族“三交”——

以茶马古道为例

熊万平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进行物资运输、文经济互动、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伴随着茶马古

道的开辟，自唐代以来它打通了内地与边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茶马

古道的形成及历史发展，探讨这条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通驿道在沿线各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绎历程和历史作用，

对促进当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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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the "Three relations" of the nation from the Angle of form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 taking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as an example
Wanwan Xio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Tea Horse Road, historically, has served as a crucial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regions and nomadic regions in China.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Tea Horse Road, it has connected
the mainland with the border areas and facilit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ince the Tang Dynasty,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as history progresse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ea Horse
Road, explores the evolving proces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ancie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de route in
promoting 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regions along its path. This research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ontemporary ethnic work centered around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hree crosses; Cast a solid community; Significance

茶马古道历史悠久，自唐朝以来在西南地区以茶叶和马

匹为主要交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

中国古代地区之间一种重要的联系通道和方式，在我国古代

交通方面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管在哪个时代，交通一

直都是联系和促进各个地区和人们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方

载体，交通可以促进各个地区的人、物及思想文化从接触再

到深交的过程。从上古时期到后来的历朝历代，中国历史上

都不断发生着民族“三交”的历史事件，各民族交流与融合

一直都处于一个漫长的动态过程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演变体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拥有悠久历史渊源的见证之一。

一、茶马古道的形成及周边民族

除了大运河及其他交通要道之外，茶马古道在我国交通

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位置。它兴起于唐朝，主要

以川藏道、青藏道、滇藏道为三大主要干线，其他还伴随着

很多分支，连接着其他地区，从而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交

通网，它以云南、四川等着产茶地为起点，一路通向拉萨和

西北等地，在这些交通网所经过的地方涉及到很多多民族的

省份，如云南、西藏、四川、青海等

（一）茶马古道的形成

随着茶叶被人们发现后，它经历过漫长的几个发展过程

阶段后成为了人们日常的必需品，久而久之也成了当时社会

上的一种社会风气，饮茶成了人们的一种文化。中国南方大

部分地区生产茶叶，随着人们对茶叶需求的增多，茶叶经济

往来显得更加重要。茶叶经济贸易被各个朝代政府所重视，

如唐代关于茶马古道所构成的贸易网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对古道上的茶叶经济贸易个方面加强管理；宋朝的时候，介

于中原地区茶业经济得到繁荣发展，而西部少数民族政权地

区对茶叶的需求很大，同时西部地区的优良马匹同样受到中

原王朝的需要。宋王朝在促进自身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基础之

上，对茶马古道的经济贸易越来越重视，并且建立起了茶马

互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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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茶马古道的开通和发展，极大促进了中原王朝和古

道周边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原王朝在政治层面

上，通过茶马古道的经营，用茶叶这个媒介构建了中原与其

他民族地区的友好关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宋朝通过一

系列对茶马古道的掌控，使之成为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政治

控制的一种策略；元朝的时候，对茶马古道的管理有所改变，

在宋朝的基础上设立马政制度和拓展茶马古道，在古道上设

立驿站，更加彰显出了茶马古道由原先的单纯经济贸易之道

变成了国家的政治统治之道、文化传播之道和地区、民族交

往之道。到了明朝，茶马古道的发展得很繁荣，并且贸易形

式更加多元化。清朝时期，茶马古道越来越成为中央对地方

控制的一种手段，加强对古道的管控，从而也导致了茶马互

市的衰落，但茶马古道上的往来并且没有断绝，还依然继续

着。茶马古道的形成，拉近了中原王朝与西部地区之间的联

系，除了为中原与西部地区双向提供物资之外，还筑建起了

沿线各地区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桥梁，它作为古代的一

种交通路线、一种历史遗产，它存在的意义重大。

（二）茶马古道涵盖的民族

伴随着茶马古道的形成，当然并不可少的就是在古道上

进行相关活动的人群。在这个复杂交错的交通网中，它主要

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受地形地貌的的影响，山高谷深、

纵横交错，交通修建难度大，才有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的感慨，故而导致各地区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难度之大。

茶马古道穿过了很多省份，如云南、四川、青海、西藏等省

份，它涵盖了很民族，在它众多的分支上涉及到了汉、藏、

回、白、纳西、苗、彝等等二十多个民族。

古代交通不便，很多地区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导致了

各个地区各方面之间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非常艰难。茶马古

道的开通打破了地域间和民族间的封闭隔阂，成为了民族和

地区之间各方面交流的重要桥梁，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

区的民族和睦，构建和谐之气。各民族间生产生活具有差异

性，贸易互换也就成了一种常态，在古道上各地区和民族纷

纷参与其中。

二、茶马古道上民族互动

茶马古道贯穿范围之广，涉及民族和地区之多，不管在

哪一个朝代都是民族和地区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纽带，

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交流与传播。

（一）政治互动

随着茶马古道经济贸易的多元化发展，各民族地区之间、

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更加频繁。在茶马古

道建立之前，中原王朝对西部、南部、西北部分民族地区实

行羈縻制度，这只是在政治上属于隶属关系而绝非是严格意

义上的行政单位；民族地区的头人虽然是中原王朝的政治代

表，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廷官员。他们把中原王朝的政

治制度同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和政治治理结合起来，有效管理

本地区相关事务。

在茶马古道诞生之后这种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

间的政治互动关系更加密切，双方的发展都处于彼此之间相

互注入“活力”。不管中原王朝还是边疆民族地区政权，它

们都有自己政治制度的先进之处，它们之间在茶马古道上得

到广泛的交流与传播。由此，茶马古道也成为当时中原王朝

对边疆民族政权进行交流与管理的一条政治便捷之道。一方

面通过政治层面上的交流与相互认知，比如进行和亲以及实

行羁縻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

间的关系，促进民族的大融合，汉人与边疆和民族之间相互

学习；另一方面通过出派使节的方式经过茶马古道这条古代

交通的桥梁相互之间进行深入交往与学习。这促使在中国历

史上的政治文化内涵是多元性的，同时也是有共同性的。多

元性在不同朝代及周边民族政权政治发展存在差异，根据不

同地区、民族的实际所产生的政治内容也不相同，中原王朝

主要以儒道释三家的政治思想作为治国之本，而周边民族政

权的政治内容相对而言较为单一；而共同性则是表现在中原

王朝在与对周边民族的政治互动过程中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果，共同推进古代中国政治文

化发展。

（二）经济互动

古代交通的不便利使各个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封闭性更

难被打破，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各个民族在其日常

生活和生产方式中也各不相同。茶马古道的出现，打破了这

种地域性封闭现状，在各民族和地区间发挥着互补性的产品

经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地域差异性而引起的物

资匮乏局面。茶马古道上的经济往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最初人们更多偏向于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后来随着它的发展

壮大贸易的内容由最初的以茶和马的贸易到后面的多元产

品贸易，比如古道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药材、手工艺产品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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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贸易。

随着参与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古道交通路线上的队

伍也越来越大。在茶马古道上其他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沿

线的城镇、钱庄、客栈等迅速发展，各民族的贸易产品日趋

多元丰富，从而推动了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各民族

地区的经济联系，也成了古时候各朝代推动经济发展的经营

策略之一。

（三）文化互动

茶马古道不仅是政治之道、经济之道，更是一个文化之

道，它起初只是为了简单的经济贸易，以茶和马的交换的贸

易过程。在随着后来的不断发展，在古道上带去的不只是物

质上的东西，同时也传播了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茶马

古道之上，沿线不同民族文化皆汇于此，独特的民族文化特

性在这里也无可避免的发生着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传播与交

流融合。

茶马古道的贯穿连接了沿线广阔的地区和民族，各地民

族文化也随着这条传播之道通向各个地方。在经济交流与交

往的过程中文化也随之而交，比如佛教入藏就是通过茶马古

道传播的，再经过佛教在西藏的不断发展而形成带有其文化

特色的藏传佛教在后来又传入中原内地。还有比如藏族的传

统体育项目马球，在唐朝时期随着茶马古道传入中原，并且

深受宫廷中贵族的喜爱。此外在茶马古道沿线的民族地区深

受汉文化的影响，随着中原地区汉人的手工艺、茶文化、服

饰、风俗等文化的传播，少数民族地区各文化内容也不断创

新和变化，参与茶马古道不同民族的人们也在沿线上的其他

民族地区长期居住，甚至结婚生子，从而出现了民族杂居的

和谐局面。

茶马古道打破了民族封闭性，让文化得到传播与交融，

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共同

的尊重；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被共同吸收和接纳。从而使各

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的民族文化认同，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繁荣景象。

由此可见，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涵盖内容

丰富，以原先的经济之道变成了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交

往交流交融之道。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原王与边疆民族

间的矛盾；增强了中原各民族与边疆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

构建了和谐共生的历史民族关系。

三、茶马古道民族“三交”对铸牢共同体意识的

意义

（一）理论意义

茶马古道上的民族“三交”现象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它对沿线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促

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不管在古代还

是今天，它的价值和意义都在闪着光芒。

随着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在 2017 年“十九大”

报告强调新时代要继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进一步深入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习

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当民族工作的“纲”，要围绕这一

工作主线开展民族工作，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从“五个认同”来进行阐释，

“五个认同”是从中国各民族间自我认同、相互认同的微

观层面再上升到对国家、制度、文化认同宏观层面的综合

体现。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贸通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

通道，这条古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的各民

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由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多方面、深层次挖掘为其提

供支撑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二）现实意义

茶马古道的作用不仅仅只是在于历史上，它从古至今

都在默默发挥着其重作用，作为拉近民族关系的重要交通

枢纽，它是一条促进民族和睦相处、相互认同、团结平等、

共同繁荣的重要渠道。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更是跨时代

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对于它丰富内涵和价值的体会和挖

掘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丰富和指引作用。

当下学者们应该重视并传承茶马古道的历史价值和

意义，深挖茶马古道历史演变中的积极因素，如沿线各民

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件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可以把过去的民族“三

交”以及民族关系变化与当下进行对比，不断从中吸取有

利因素，为铸牢共同体意识提供不竭的动力。通过变换方

式来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唤醒各族人民铸牢意识，

深化对构建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推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工作的进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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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茶马古道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网，它始终是沿线各

族人民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桥梁。在借助政治、经济、文化

等因素来把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加强了

民族间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和优劣互补，

以及民族之间的相互心理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增进。通过深挖

历史上民族“三交”史料以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

作发展和完善，是铸牢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茶马古道上

所展现的历史内容包含着诸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内涵，且民族“三交”的理论和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完善，

对它的回顾与分析不为是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最好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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