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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史海钩沉

昔日繁华的第一驿站

茂兰茶马古道位于云县茂兰镇茂兰村至

安乐村、马泗村、岭磨村、哨街村一线，包

含 1 个古渡口、6 段古道遗址、3 座石板桥和

1座石拱桥。据悉，茂兰茶马古道起源于唐、

宋时期，形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直至民

国时期。作为这条古代“高速公路”上的重

要节点，茂兰一跃成为历史重镇。

茂兰原名“勐郎”，傣语意为“有水的

地方”。“1915 年，云县知事张景中为雅化

地名，改‘勐郎’为‘茂兰’。”据云县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拥有 300 多年历史的

古镇茂兰，曾是历史上重要的茶马古驿道，

也是双江、镇康、耿马等边疆地区通往内地

各省的第一驿站。

据史料记载，在西南地区还依仗马匹通

行的年代，茂兰便是云州（今云县）通往昆

明 18 个驿站中的首个驿站。自明、清以来，

随着茶叶贸易繁盛，无数马帮、商贾驻足茂

兰，让这个偏僻小镇日趋繁荣。“由于经济

发展迅猛，清代时，茂兰还兴建了许多民居、

会馆等。”云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弥遮公路的修建，尤其是 1953 年以后南大

公路、云保公路等干线相继建成，这种繁荣

才渐行渐远。

如今，走进茂兰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

长安桥、神舟渡、青石板路以及各类古建筑

群，让这座百年古镇散发出独特魅力。在夕

阳下漫步哨街村古道，落日余晖将人影拉长，

思绪也随之飘远……一个时代的华章，在现

代工业的冲击中画下句号，唯有隐匿于高山

深涧青石板上那一串串深浅不一的马蹄印，

折射出昔日荣光。

马帮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20 世纪中期，茂兰镇人丁兴旺、市场繁

荣，特别是举办春茶会的 3 月至 6 月，外地

客商纷至沓来，运输马帮络绎不绝。

《中国临沧茶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茂兰街由于马帮络绎不绝，多则上千匹骡

马到此歇息，故马店尤为生意兴隆。据记载，

费家店、陶家店、钟家店、胡记马店、李记

马店较为有名。除能容纳10～ 20把骡马（每

把为骡马5匹）的名店外，沿街鸡毛店也不少。

过往马帮驮运茶叶不足的，还可在此补充，

因为当时云州丙令、新村、白莺山一带的茶

西南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地区和周边邻国

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

贵廊道遗产。位于临沧市云县的茂兰茶马古道，是茶马古道

滇藏线澜沧江西岸的干道路段，也是我国西南地区民间国际

商贸通道和民族迁徙与经济文化交流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 年，茂兰茶马古道入选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探访茂兰茶马古道

茂兰茶马古道驿站——哨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