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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冯进撰著、拍摄的《行走在茶马古道》，在日文月刊《人民中国》连载了两年，受到日本读者广
泛欢迎，现在又即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结集出版。
作为作者的同事和第一读者，欣喜之余，我乐于写写自己的喜爱之情。
　　始于唐代的茶马古道，与著名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一样，是古代中国与西域的商贸通道。
一代代各民族的马锅头和马脚子，赶着铃儿叮当的马帮，跋涉在云南崇山峻岭，再进入西藏风雪高原
，最后通往尼泊尔⋯⋯　　近年，一批云南等地的热心专家学者，对滇藏茶马古道开展考察和研究。
反映他们成果的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掀起了一股“茶马古道热”。
2006年10月，一支由40多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活佛组成的考察队，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茶马
古道考察。
他们驾驶着11辆越野吉普车和一架用于航空拍摄的三角翼滑翔飞机，浩浩荡荡，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
出发了。
　　冯进是《人民中国》杂志社采编部主任、摄影记者，又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他对自己能成为考察队一员深感荣幸，并全力以赴，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其后，他和队员一起，沿着一千多年前的茶马古道，翻山越岭，深入峡谷，跨越激流，甚至还翻雪山
、过草地，历尽艰辛和危险。
例如，在西藏日喀则地区海拔5200米的冰河里，汽车抛锚了，队员们挽起裤腿，跳入河里推呀推呀，
好不容易才把车子拉上来⋯⋯我想，读过此书的人，大概也会像我一样，对考察队员不避艰险的顽强
奋斗精神表示由衷敬意的。
　　在30多个日日夜夜里，作者和考察队员一道，从云南、西藏直到尼泊尔，行程5300公里，并取得
了丰硕的采访成果。
现在，作者把这次考察的所见所闻，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从莽莽群山、皑皑雪峰到秀丽平坝、茫
茫草原，从民族村寨、边陲古镇到盐井盐田、佛教寺庙，从万亩茶园、百年茶厂到传统马帮、古老马
店，都一一呈现给读者，仿佛带领读者走进美丽的云南、西藏，领略尼泊尔的异国风情，体验茶马古
道的马帮马店文化。
　　本书图文并茂，特别是那一幅幅画面生动感人的图片，让人美不胜收。
我和作者同事20多年，我们还合作采编过大型连载“中国古寺巡礼”、“贵州游记”，晓得他擅长拍
摄人物。
他常以职业记者的敏感和娴熟的摄影技巧，迅速抓拍到人物最精彩的瞬间，并从富于个性的神态或眼
神中，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欣赏书中的图片，我会感到震撼——一种艺术冲击力所带来的震撼。
例如，一位怀抱羊羔的藏族小姑娘，从她清澈雪亮的眼睛，透着纯洁而又胆怯的光彩。
而那位在荒原里的藏族老羊倌，在他古铜色的脸庞上，仿佛可读出人生的沧桑。
特别是在尼泊尔巴格马提河畔抓拍的苦行僧，他们悠然自得的神态，似乎物我两忘了⋯⋯　　让按相
机快门的手提笔写书，真有点难为了。
对此，作者也说，这是“赶鸭子上架”、“逼上梁山”。
然而，冯进并没有退缩，他知难而进，硬逼着自己一篇篇地写，又一遍遍地改⋯⋯“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不但写了出来，还获得了好评。
书中所述，都是深入实地采访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加上质朴无华的文字，读来
好像与友人聊天，给人亲切、可信的感觉。
至于书中描述的马店习俗，奇妙的盐田晒盐，以及尼泊尔印度教的火葬习俗，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遵作者之嘱，写下这些文字，权当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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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10月，一支由40多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活佛组成的考察队，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茶马
古道考察。
他们驾驶着11辆越野吉普车和一架用于航空拍摄的三角翼滑翔飞机，浩浩荡荡，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
出发了。
    在30多个日日夜夜里，作者和考察队员一道，从云南、西藏直到尼泊尔，行程5300公里，并取得了
丰硕的采访成果。
现在，作者把这次考察的所见所闻，用文字和图片记录下来，从莽莽群山、皑皑雪峰到秀丽平坝、茫
茫草原，从民族村寨、边陲古镇到盐井盐田、佛教寺庙，从万亩茶园、百年茶厂到传统马帮、古老马
店，都一一呈现给读者，仿佛带领读者走进美丽的云南、西藏，领略尼泊尔的异国风情，体验茶马古
道的马帮马店文化。
    《行走在茶马古道》图文并茂，特别是那一幅幅画面生动感人的图片，让人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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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进，1958年5月出生于北京，1984年开始从事职业摄影记者工作至今，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当
代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学会会员，曾多次在全国摄影大赛中获奖，在中国第一届全国婚礼摄
影大赛中获得了金牌，现任人民中国杂志社采编部主任、摄影记者，20多年的职业摄影记者生涯，深
入中国各地，采写、拍摄了大量专题摄影报导以及图文并茂的专题、连载拦目：《世界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遗产》、《少数民族风情》、《民窑之旅》、《欧亚大陆桥》、《贵州游记》以及反映当
代百姓生活变化的《生活革命》、《环境人像》、《杂志封面》等许多精彩的稿件与图片，在各大媒
体刊载，得到了一定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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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滇藏茶马古道探秘　　古老的滇藏茶马古道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
路、唐蕃古道一样，都是中国古代通向西域的主要商贸通道，而茶马古道分滇藏和川藏两条路线。
　　据史料记载，滇藏茶马古道早在唐代就已存在，最初只是用于军事目的。
相传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与南诏王阁罗凤联合了20万兵马，分兵三路准备进攻成都，欲在成都
建立东府。
为此，吐蕃军队在横断山脉艰难地开辟了几条网状的栈道，用以输送军队。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成为云南最强大的封建集权统治者，同时也促进
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当时，吐蕃与大理国的贸易不但没有间断，反而因大理国与宋朝建立大型的互市而有所扩大。
当时大理国主要向内地输送马匹、牛羊、鸡和刀、毡子、甲胄、漆器等工艺品，还有一些麝香、熊胆
之类的珍贵药材，从内地可获取汉文书籍、缯帛、瓷器、中药材、金属工艺品等。
吐蕃则从贸易中获得了用以制造农牧工具、刀具的铁以及茶叶、布匹、糖等商品。
　　北宋后期，长期生活在滇西北地区的麽些人（今纳西族），在丽江地区逐渐形成了势力，不断向
吐蕃边界扩展，并开拓了周边地区的贸易通道。
至宋宣和元年（1119年）前后，麽些人取代了大理国在吐蕃的贸易地位，与吐蕃直接建立了贸易往来
，确立了麽些人在滇西北地区商贸中转站的地位。
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年），麽些首领被赐以木姓，次年又被任命为丽江知府。
此后，历代木氏土司经过上百年的商贸交易，把用于战争的滇藏栈道发展成为一条以运输商品为主的
通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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