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茶马古道的前世今生 

茶是我国的国饮，也是重要的贸易物资。早在唐宋时期，我国西南

边疆就开始了茶马互市，这条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经川滇藏，延伸入不

丹、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抵达西亚、西非。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

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继 17 世纪的‘万里茶道’之

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这条被习主席称为

“万里茶道”的线路是成形于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另一条以茶叶贸易

为主线的商道——“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这条茶道对蒙古、俄罗斯乃

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17 年，“线路与遗产——‘宜红古茶道’

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就记载了专家关于牧羊冲古茶树和张家界茶马古

道遗迹的考证。 

位于张家界慈利县三合镇的牧羊冲茶马古道，自 20 世纪以来，一直藏



在厚重的历史烟云中。从唐至今，从驼铃声声的繁荣骡马道到百姓日常出

行的喧嚣村道再到废弃在密林草丛的深山野径，牧羊冲茶马古道历经一千

四百多年的雨雪风霜，现只能从那长满青苔的青石板、崖壁上人工凿出的

石级、荒废山道上残存的石碑、骡马驿站的断壁残垣中找寻出昔时的荣光。 

自唐始，牧羊冲及周边就以茶闻名。1994 年《茶叶通讯》第 3 期载，

科技人员在牧羊冲发现一株古茶树，具有世界茶树罕见的叶片学解剖特

征，是我国古茶树原生地的活见证。据《宋会要辑稿·食贷》载：“公元 1162

年，澧州生产茶叶 11 500 斤。”南宋末期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指出：“双

上绿芽大小方，出岳长，澧洲听。”唐宋时期，澧洲澧阳县石门县和慈利

县等地已经栽茶、制茶，贩茶，宋代所产“牛抵茶”已成为皇家贡品。元

至元年间，澧州设立榷茶提举司，管理石门、慈利、桑植等地栽茶和制茶

事务，实行茶叶专卖。明代《万历慈利县志》载：“有茶、椒、漆、蜜之

利，……。”清代《嘉庆慈利县志》载：“慈地家园亦种茶，以出西莲地方

者为上。”清代《光绪慈利县志》载：“茶唯饭甑山有名。”民国《九溪卫

志》载：“茶则麻寮著名。”西莲、饭甑山、麻寮等产茶地均在牧羊冲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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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冲高氏至今仍保留甑蒸茶的古老技艺，当地土家族傩愿戏中就有描述

这一技艺的唱词：“锅儿炒、甑子蒸、篓篓炕、烟上熏、红带缠、绿带捆、

箱中搁、柜中存。”  

明清以降，牧羊冲隶属麻寮所（前身元代麻寮土司）山羊隘管辖，当

地野生茶众，今存世的古茶树王已历八百余春秋，是当地茶历史、文化的

亲历者、见证者。牧羊冲茶马古道历史性变迁出现在 19 世纪末。1889 年，

广东中山客商卢次伦来到石门泥沙古镇（今壶瓶山镇）渫水河畔创办“泰

和合茶号”。泰和合茶号在湖北五峰、长阳、鹤峰，以及湖南石门等产茶区

设有数十家茶庄，在津市、汉口分别设立了津庄、汉庄两个专事转运销售

茶叶的茶庄。当时，泰和合制作的宜红茶主要销往英国。1899 年，泰和合

生产经营达鼎盛期，宜红茶产量突破 80 万千克大关，全厂内外员工（含各

分庄、津汉两庄）近 6 000 人，仰其生息者近万人，旱运骡马达 500 多匹，

水运繁忙时茶船多达 200 余艘。卢次伦利用宜红茶的兴盛，历时 10 年，疏

通渫水 50 余千米险滩礁石；开山凿石，整修，铺成泥沙至津市、鹤峰、五

峰渔阳关、慈利三合口等达 350 千米青石板驮运路；修通各茶区山路 250



余千米。牧羊冲茶马古道也被“泰和合茶号”荫及，骡马客、商贩日增，

日益繁荣。 

在此期间，随着“泰和合茶号”的兴起，以三合镇牧羊冲村为起点，

牧羊冲茶马古道形成了东南西北四条向外延伸共长约 50 千米的通道。

据当地土家族长者回忆，当地茶商用骡马驮着茶从牧羊冲往南走旱路，

登上战马溪穿弓背、大岩屋、曹家山，经杉木桥、通津铺（黎家坡）、

长峪铺，翻越九寨坡和垭门关，运到慈利县城交货。更远者历常德至益

阳、安化；往北走，经沙塘越石门垭、罗坪、亮垭子、南北镇至鹤峰铁

炉、走马、恩施、五里乡，五峰渔洋关；往东走经夜香庙、石门壶瓶山

（泥沙古镇）、津市至澧县；往西走经象市（四脚泥）、江垭九溪卫、 索

溪峪、百丈峡、张家界（大庸南门口），下澧水入洞庭。他们一路贩出

茶叶，带回生活用品。  

20 世纪末，随着各地交通条件的改善，人们出行以车辆代步，走路的

人少了，牧羊冲茶马古道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心中的回忆。“茶马

古道”已成为深山密林中的荒道野径，有“好事者”不舍古道风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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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牧羊冲茶马古道的“印痕”，斩荆棘、砍杂草、整石板，古道的青石板

又响起悠扬的驼铃声和高亢的骡马号子。 

选牧羊冲茶马古道较经典的一段路走走吧。 

从张家界市中心城区驱车上常张高速公路，至慈利县阳和乡经龙阳公

路过三官寺土家族乡，历江垭镇到象市镇坼岩村、走马村，踏上了牧羊冲

千年茶马古道。古道幽幽、竹林深深。一条往山下蜿蜒的山道已鲜有人迹，

路边的山竹、灌木已将古道占住大半，残存的青石板长满青苔。 

转个山坳，“君来山高路又远，走得肚饥口又干，口渴便把茶来喝，

肚饥先把酒来传……”高亢的骡马号子声在大山回响，还伴随有清脆悦

耳的“叮叮当当”骡铃声。前方，几个骡子客赶着几匹骡马，行走在古

道上。骡子客头上裹着纱巾，身上穿着开襟土家服，脚上套着棕鞋，一

身黑，手上拿着一根赶骡马的马鞭。一路走、一路吼、一路唱、一路笑

（见图 1）。  



 
图 1  张家界至今保存完好的古茶道（唐云鹏 摄） 

最早，川盐济楚时期，牧羊冲黎成举（当地人称他为“骡子公公”）

靠赶骡马为生，开设小买部、茶盐行，常携长子黎德书，一路全凭双腿，

往北最远走到了四川的雅安、甘孜，往南最远走到了益阳安化。发展骡

马三十余匹。现宗亲黎圣初，牧羊冲村人，已 75 岁高龄，16 岁随父亲

黎德传赶骡马常驮茶至五峰、鹤峰，石门泥市、津市、九溪等。自有汽

车后，茶马古道式微，他就不再赶骡马了。近几年，张家界发展全域旅

游，牧羊冲茶马古道成为慈利县十二条户外乡村旅游线路之后，他又赶

起了骡马，清脆悦耳的骡铃声、高亢雄劲的骡马号子声又回响在茶马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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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  

青石板路直通战马溪沟，入溪前行约三千米，在一水坝处，攀坡而上，

进入茶马古道风景富集区，一路可欣赏到“红旗渠”“猿人洞”“硝洞”“望

夫石”“古驿站遗址”“古道碑刻”等。上山的青石板大多已滚落山崖，至

山坡一坪地，已长满杂草，这是古驿站遗址，20 世纪 80 年代，已成村民

住房的古驿站还有人住，后来，这些人终耐不住寂寞，搬下山去了，只留

下规整的垒石墙基、古水井、陶瓷残片。横过山腰往下走乃十八拐，这是

古道最险峻的地方，山路陡峭，从崖壁上凿出来的石级长满青苔，细密匀

称的凿痕，等高等宽的石级，弯七八拐一直到崖谷。沿途有三处乾隆、道

光年间重修古道功德碑刻；顺山腰一直往前走，路略平坦，青石板时有时

无，沿路古藤杂树遮天蔽日。“天狗戏牛”“大岩屋”“百米瀑布”“自生桥”

等沿途风景令人心旷神怡，至穿弓背下山上大路，开始从古道无人区进入

古道人口集聚地。 

三合镇牧羊冲满山满岭都是茶园，古道已废，一路鲜少有青石板，但

黎圣初等骡马客却还知道古道走向。骡马在密密茶园中东弯西拐，“棺材井”



“猫儿泉”“墨砚池”“洪家大院”“范家大院”“‘安宿便离’古驿站”“千年

古茶树”“望日台”等一众与古道有关的遗址、遗迹点 在古道边，还有古

石桥、古庙宇、明清古吊脚楼等。 

“悠悠 古道 马蹄声 声一 路追问 客何 在？莽 莽茶 乡云雾 袅袅 千山入 怀

人不归。”来到千年古茶树下、高氏古法甑蒸茶传承人高忠垠（见图 2）

老土砖房前，堂屋大门口一副对联文采熠熠。堂屋内，茶笆篓、茶水筒、

茶盘、茶饭筒、大小茶筛篮、大小茶簸箕、茶岩灶、茶铜壶、采茶篓、

茶团筛、茶绑腿等近千种古茶器物让人应接不暇。这些都是牧羊冲甑茶制

茶器物，大多是明清以来的物件，是牧羊冲茶马古道的宝贝。今后这里将

建成牧羊冲茶马古道博物馆，将古茶技艺、古道、古器物等文化遗产传承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