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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川、滇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滇藏线考察活动 

     2002年6月，本所霍巍、李永宪两教授应邀参加了“藏、川、滇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

会”，并沿滇藏线进行了考古学考察，获得了一批新的资料，深化了对横断山脉地区古文化的认

识。  

  传统意义上的“茶马古道”主要兴起于唐、宋之际，是连接和沟通四川、云南与西藏等省区之

间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通道。茶马古道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祖国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方面的

交流，为加强汉藏团结合作，开发祖国边疆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本次考察活动中，霍巍、李永宪两教授重点对这条古道上的考古文化遗迹作了考察，其中主

要的调查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自春秋战国以迄汉代的石棺葬文化在古道的分布状况作了详尽的调查。在云南迪庆州

考察期间，在州博物馆同行专家的协助之下，了解到了迪庆州近年来石棺葬文化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的新进展，其后又在德钦纳古石棺墓地抢救性地清理了两座已被当地群众挖开的残墓，从中出土了

陶器等器物。进入到昌都境内后，在芒康、左贡等地也调查到石棺葬分布的情况。通过对这批石棺

葬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等的初步比较分析，认为川、滇、藏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葬具有若干共同因

素，可以确证早在这一时期各个地区之间已经有了频繁而稳定的文化交流。  

    其二，对滇藏线沿线古代碉楼的分布状况作了调查，证明以石或土建筑高大的碉楼这一重要

的文化现象也广泛分布于滇、藏地区，其与四川羌、藏地区古代碉楼之间应当有着密切的关系。今

后如结合古代文献材料加强调查研究，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些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史作出解释。 

  其三，在昌都境内，调查了两处早期的石刻造像，造像的风格反映出它们可能属于吐蕃时期，

如这一推测不误，则将是西藏东部佛教考古重要的新发现。  

  考察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等对两教授的考察活动作了跟踪采访，并已在专题

节目中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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