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马古道
让西藏与茶结缘

“茶债粮”
只为那一口偏爱

传说中的“真相”
最早以药用形式存在

数年如一日研究中，让赵国栋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物质实用性是茶叶在西藏社会生活中不可取代
并占据重要地位的基础。

采访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多年前在普
兰采访的时候，一位老人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人特
别爱喝茶。但是很早以前生活水平都不高，有钱人
家才会有茶。为了喝上茶，很多人会去别人家借
茶，或者用粮食去换，所以就出现了‘茶债粮’的现
象。但是，这样的代价很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

‘债’得起，当地人便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用当
地一种植物代替。”

这种植物名为“邦加”，口感不如茶，但也有提
神醒脑的效果。“邦加”一般生长在深山，寻找它并
不容易。“前几年夏天去过一次，试图寻找当地人口
中的‘邦加’，花了5个小时爬山，最终被一条奔腾
的河挡住了去路，寻找未果。我想有机会再去找找
看。”赵国栋说，“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只要能喝到
这种植物泡的水，一切都值了。”

但这一切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仅每天都能
喝到茶，而且有了产自本地的茶。

易贡茶场，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新篇章……

人们总是喜欢从民间故事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关于西
藏茶文化起源最有名的传说是“神鸟衔茶救国王”。该故事中，
茶最早是作为药出现的。

但传说归根结底不是真相。为此，我们还需要通过科学来
拨开云雾，寻找答案。

赵国栋是西藏民族大学的一名教师，因为对茶的喜爱，
2009年走上了研究西藏茶文化的道路。最早他从社会学角度
入手研究。为了挖掘相关资料，跑了很多地方。“刚开始起步很
难，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赵国栋说，“而且发现很多科普性
的资料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我萌生研究西藏茶文化念头的原
因之一。”

十几年来，他相继出版了《茶叶与西藏》《茶谱系学与文化
构建》《西藏茶文化》等8部专著。在《西藏传统茶文化的发展阶
段》中，他这样写道：现代考古已经证明，早在1800年前的东汉，
当时正值西藏的古象雄王国时期，内地的茶叶已经传播到了现
在的阿里地区。但西藏流行喝茶并不是从那时开始的。茶叶
实体的传入比喝茶行为的流行要早。

西藏茶风盛行，但却一直没有人在这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赵国栋也是看到了这点，才更加坚定寻找西藏茶文化答案的
决心。

最初，茶是以药用形式存在的。后来慢慢出现在食物中。
最后才是大范围饮茶的出现。“茶叶最早传入西藏的时候，是作
为汉地的一种珍贵稀有物品，统治者和大贵族把茶叶作为一种
身份的象征，小心翼翼地保存。”赵国栋介绍，“《唐国史补》中记
载，当时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已经有了唐朝许多产茶地的茶
叶，所以它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已经不是茶叶传入的问题了，而
是揭示了当时吐蕃赞普已经有了多种茶叶的现象。但同时，赞
普依然对烹茶之事感到陌生。也就是说，在赤松德赞赞普之
前，茶叶作为饮料在吐蕃并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众所周知，
唐朝时流行‘煎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煎茶法为西藏酥油茶
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和启示。”自此，茶叶开始在人们生活中扮演
起了饮料的角色，并开始被慢慢接受。

西藏原本不产茶，却因茶马古道，与茶结下了
不解之缘。

茶马古道的核心是输送茶叶，是西南边疆、西
北边疆与内地马匹与茶叶互换（即茶马互市）的重
要纽带。狭义而言，茶马古道文化是一种多民族、
多地区的复合性文化，其地域范围涉及西藏、四川、
云南、青海、湖南、陕西等多地。茶马古道文化内容
十分丰富，以其为纽带形成了城（村）镇发展、贸易
往来、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发展、民族交流与融
合、音乐文化交流等。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马帮商人行走在
崎岖的道路上，烈日当头，昏昏欲睡，便找了一个地
方稍事休息。当他吃下糌粑、牛肉干时，与他相对
而坐的茶商递过水壶，那是一壶泡了一种特殊植物

的水，解渴解乏还解腻。当他来到茶商的家乡时，
才发现这里到处是那种散发着清香的植物。便将
其带到家乡，一时间备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一日
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现象。

以前西藏消费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云南、湖
南等地。历史上，四川及周边地区是内地茶叶输入
西藏的核心区域，这种供给状态持续的时间非常
长。其中，以四川雅安最为著名。后来，人们所说
的“藏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专指从雅安来的
茶。“四川茶在进入西藏之前，它的运输主要分为两
个阶段，雅安到康定和康定到西藏。”赵国栋介绍。
当时茶叶背夫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西藏茶的起源，源于美好的民间故事，也源于科
学的探索，更源于那一条真实存在的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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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云雾 寻找西藏茶的起源

在西藏，人人爱
茶。酥油茶、甜茶、清茶

……茶，无时无刻不浸润着
老百姓的生活。可是，西藏原
本是不产茶的。二者之间的故
事究竟从何开始呢？那就要
从西藏茶从何而来说起。

记者 李海霞

茶农正在采茶。新华网

等待加工的茶青。中国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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