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马古道的导游词 茶马古道导游词(大
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茶马古道的导游词篇一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域，以马帮为首要交通器材
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换的走廊，
茶马古道是一个很黑白凡的区域称呼，是一条天下上天然风
物最壮观，文化最为隐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储藏着开拓不
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方疆的茶马互市，兴
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昌盛。茶马古道分川藏、
滇藏两路，毗连川滇藏，延长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
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约莫形成茶
马古道汗青照片。

茶马古道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
普洱，中间颠末本日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域、香格里
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
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域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普洱是茶马古
道上独具上风的货品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久长的汗青。

茶马古道的导游词篇二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
二战后期最为昌盛，分川藏和滇藏两线。

滇藏茶马古道南起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思茅（今普洱市），



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进入地区，并转口至印度、尼泊尔
和不丹境内；川藏茶马古道东起雅安，经打箭炉（康定），
最后到达拉萨。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更是地区与内地联系的重
要桥梁和纽带。

茶马古道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之路。在茶马古道上，
多元文化开始融合，教徒与商队结伴而行，为沿途地区带来
了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增进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茶马古道的导游词篇三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域，以马帮为首要交通器材
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换的走廊，
茶马古道是一个很黑白凡的区域称呼，是一条天下上天然风
物最壮观，文化最为隐秘的旅游绝品线路，它储藏着开拓不
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方疆的茶马互市，兴
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昌盛。茶马古道分川藏、
滇藏两路，毗连川滇藏，延长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
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约莫形成茶
马古道汗青照片。

茶马古道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
普洱，中间颠末本日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域、香格里
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
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域一条重要的.商业通道。普洱是茶马古
道上独具上风的货品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久长的汗青。

茶马古道的导游词篇四

茶马古道风景区在思茅(普洱)州普洱(宁洱)县的那柯里村，
区内遗存有一条铺就于崇山峻岭的石子大道――茶马古道。
由人工磨制的条石和砾石铺成，石板上深达两厘米的马蹄印
是古道的最好见证。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
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
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尔、印度境内(此为
滇越茶马古道)，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陕甘茶马古道，由明代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
形成。而此时所谓的茶马古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骆驼。而茶、
马，指的是贩茶换马(这里的茶和马均是商品)。之所以用骆
驼是因为明朝时要有数百万斤茶叶要贩运(从四川到西北)，
到清朝时达到了数千吨，马不能胜任，所以用骆驼。由于明
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因此陕甘茶马
古道是当时唯一可以在国内跨区贩茶的茶马古道。

川藏茶马古道始于唐代，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打箭
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
全长近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具有深厚的历
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
和纽带。

要进束河古村，村口的青龙桥是必经之路。虽然它已经有400
多年的历史，却依然宽阔平整。清得发蓝的青龙河从桥下流
过，河边有茂密的白杨树和柳树。白的梨花、红的海棠花和
桃花年年开放，为村里人提供香甜的果实。这家乡的美味，
是古道藏客和走四方的束河皮匠永远的记忆。

沿青龙桥向西走，有一条五花石板路，石头上暗红的线条至
今可见。老人说，这是束河一帮常年奔波在茶马古道上的商
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捐资铺砌的。因他们常和藏人做生
意，当地人叫他们“藏客”。束河街是他们的牵挂，也是他
们商旅生涯的起点和最终的期盼。

束河像一个街心大花园，有四条巷道从束河街上向四面延伸
出去。向东的一条穿过丽江古城，往南的一条通往古济行政
村，往北的一条通向白沙行政村，往西北的一条是过去通往



迪庆藏区的要道，即“茶马古道”。

沿着源自九鼎龙潭和坡底小潭的小河，藏客走上两条艰险的
商旅古道：一条从松云村通往西南方向的.古关隘黄山哨，从
拉市到石鼓、巨甸、鲁甸，翻越栗地坪，过维西保和镇，到
澜沧江边后，沿江北上，过燕子岩栈道，到德钦后再从溜筒
江过溜索进藏;第二条路，从九鼎龙潭和坡底小潭边经过，蜿
蜒伸向西部的玉龙雪山。

经过文海村直达丽江龙蟠，渡金沙江，翻越十二栏杆，到中
甸县城，然后过上桥头，从奔子栏用独木舟渡江，翻越白茫
雪山抵德钦城，然后再从溜筒江过溜索，翻梅里雪山进藏。
两条古道行程各六千里，走一趟需要三个多月。

栈道、溜索、雪山，古道上的每处险路都可能是藏客的归宿。
在他们勇敢而壮美的一生中，往往需要浪漫的牵挂，一些藏
客在家娶一个“披星戴月”勤劳孝顺的姑娘，在藏区娶一个
温柔贤良的“卓玛”。远隔千山万水，许多纳西姑娘和卓玛
一辈子没见过面，确都会在心里宽容甚至感激对方，在那
个“把头别在腰带上”的男人身上，倾注悠长的思念。这样
的传统如今已不存在，但因藏客而成为亲戚的纳西人和藏人
却常常在束河相聚。因此在束河喝到纯正的酥油茶并不是一
件难事。

藏客走过的茶马古道有迹可寻，而源自束河的另一条古道却
从来没有踪影，这条无形的道上走着另一群人，他们“只要
一把锥子，一扎纱线就能走遍天下”，他们是束河皮匠。

茶马古道的导游词篇五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和西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
二战后期最为昌盛，分川藏和滇藏两线。

滇藏茶马古道南起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思茅（今普洱市），



经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地区，并转口至印度、尼
泊尔和不丹境内；川藏茶马古道东起雅安，经打箭炉（康
定），最后到达西藏拉萨。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一条重要的
贸易通道，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更是西藏地区
与内地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茶马古道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之路。在茶马古道上，
多元文化开始融合，教徒与商队结伴而行，为沿途地区带来
了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增进了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