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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域下
中俄万里茶道的历史与现实

———评刘再起教授专著«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

陈继勇∗ ∗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连接中、蒙、俄横跨亚欧大陆的国

际商贸通道ꎬ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合作线路高度重合ꎬ因而有专家

认为ꎬ万里茶道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①ꎬ甚至有人说万里茶道是“一
带一路”的前世②ꎮ 它绵延 １ ３ 万多公里ꎬ覆盖沿线 ２００ 多个城镇ꎬ见证了沿

线各地因茶而交、因茶而兴的数百年历史ꎮ 持续了多个世纪的中俄万里茶道

是 １７ 世纪由晋商(后来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商人也有贡献)开辟、曾是全球最

具经济效益的商贸大通道ꎬ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有益尝

试ꎬ而且为沿线国家近代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作出了贡献ꎬ极大地推动了中俄、
中欧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ꎮ 万里茶道是一条思想文明交流之路ꎬ作
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杰作ꎬ万里茶道具有线路多样、超越时空的特点ꎬ它是

连接中国江南农业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的重要纽带ꎬ深刻改

变着沿线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ꎬ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鉴的渠道和平

台ꎬ对推进近代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经济文化利益共同体进行探索ꎬ是世

界文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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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ꎬ始于 １７ 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接

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ꎬ这将万里茶道的地位提升到新的时代高度ꎮ 自习主

席发表讲话后ꎬ以湖北省牵头的中、蒙、俄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工作被提上日

程ꎬ推动了沿线省份通过万里茶道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

发展战略ꎬ万里茶道沿线的各级政府纷纷成立万里茶道研究院、万里茶道申

遗办等学术性和事务性机构ꎬ可以说ꎬ万里茶道的研究和申遗已经成为一门

显学ꎮ
对万里茶道的研究ꎬ经过国内几代专家学者的努力ꎬ虽然形成了一批具

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ꎬ为万里茶道申遗和沿线遗存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学理

支撑ꎮ 但由于中俄文化和语言差异ꎬ把中外史料结合起来进行深度研究的成

果还不多ꎮ 尤其是考虑到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和湖北

省在万里茶道中的历史厚度ꎬ着力探讨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的历史内在联

系与角色定位的研究成果就更少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

与中俄万里茶道»一书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俄罗斯乌

克兰研究中心主任刘再起同志参与的在研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竞争与互补关系研究»(项目号:１６ＺＤＡ０３９)
和 ２０１８ 年山西省重大招标课题«晋商在万里茶道和“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与

作用研究»(具体由山西省文物局负责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ꎮ 该专著立意

高远ꎬ内容翔实ꎬ资料新颖丰厚ꎬ以湖北省在中俄万里茶道中的作用和地位为

着力点ꎬ研究其在万里茶道的五个重要节点所包含的历史人文价值ꎬ在广泛

采用中外史料基础上ꎬ利用历史与现实相融合的方法ꎬ提出万里茶道的当代

价值及万里茶道与“一带一路”的历史和现实联系ꎬ升华湖北省在万里茶道中

的历史贡献ꎬ进而指出ꎬ湖北省可借助万里茶道的研究与申遗ꎬ推动其成为连

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文化合作的桥梁ꎬ带动湖北省社会

经济在新时代的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ꎮ 全书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ꎬ也
具有较大的现实经济和社会文化意义ꎮ

全书开篇以“‘世纪动脉’万里茶道”的视角切入ꎬ概述了中俄万里茶道

的发展历程ꎮ 作者从“东方刮来的饮茶之风”着手ꎬ阐述了中国茶叶向欧洲及

俄国的传播过程ꎮ 在中俄万里茶道持续发展的过程中ꎬ茶叶贸易的重心由中

俄边境的恰克图小镇逐渐转移至中国内陆的湖北汉口ꎬ由于“九省通衢”的优

越地理位置ꎬ汉口迅速成为万里茶道上重要的中心节点ꎬ从而带动作为传统

产茶大省湖北的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ꎮ 在此基础上ꎬ作者大量引入俄国文

献资料ꎬ讲述俄国史料中的湖北省与万里茶道ꎮ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ꎬ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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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汉学家和经济学家在 １９ 世纪初就开始大量搜集中国茶叶生产的信息ꎬ并
组织了中俄茶叶贸易的考察和研究ꎮ 例如ꎬ１８２０ 年俄国汉学家伊万奥尔洛

夫在其著作«最新详尽的中国历史、地理描写»中第一次向世界描述中国的茶

叶ꎬ他也是首位向俄罗斯人民介绍武昌和湖北的俄国学者ꎮ １８７０ 年在俄国出

版的历史随笔«茶叶历史»中ꎬ其中有单独的一章“在汉口的俄国商人”ꎮ
１８７４ 年俄国统治者组织考察队到中国进行贸易考察ꎬ在湖北省研究茶叶生产

时ꎬ考察队摄影师亚尔斯基拍下了 ２００ 多幅反映茶叶生产的照片ꎬ这些珍贵

的照片至今还陈列在圣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历史档案馆中①ꎮ 此外ꎬ还有许多

俄国学者对中国茶叶贸易进行了深入研究ꎬ包括茶叶贸易的历史数据、不同

种类茶叶的制作工艺等内容ꎬ这些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都有一定的

涉及ꎬ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万里茶道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外国文献资料ꎮ
在着墨较重的国内部分ꎬ主要阐述了万里茶道湖北段的五个节点城

市———汉口、赤壁、五峰、宜都和襄阳ꎮ 以万里茶道上的“东方茶叶港”———汉

口为例ꎬ作者概述了“茶到汉口盛ꎬ汉口因茶兴”的历史演变ꎮ 汉口作为湖北

省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要道ꎬ自 １８６１ 年开埠后ꎬ便利的水陆交通位置

使它迅速成长为茶叶等商品最大的集散地ꎬ“东方茶叶港”和世界茶叶贸易中

心的美誉由此而来ꎮ 当时发达的茶叶贸易推动了近代汉口工业化的进程ꎬ刺
激了地区金融业的发展ꎬ促进了汉口城市建设的崛起ꎬ使得汉口以国际化都

市的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②ꎮ 作者还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在汉口的俄国侨民

的基本状况、俄国驻汉口领事馆设立始末ꎬ并用纪实图片反映了万里茶道在

汉口的遗存ꎮ 这些珍贵文献资料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汉口社会历史的

了解ꎮ
万里茶道继往开来ꎬ商路不断壮大ꎬ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滚滚洪流ꎬ其兴起

和发展深刻影响着近代中俄政治和经济关系ꎬ对两国近代的睦邻友好发挥了

重要作用ꎬ俄罗斯和蒙古国当时有个说法“宁可三日无食ꎬ不可一日无茶”③ꎮ
在专著的最后一章ꎬ作者讲述了“万里茶道的当代价值”ꎬ尝试研究万里茶道

的当今回响:同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ꎬ特别是万里茶道与

“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万里茶道同中国与中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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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济走廊建设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联系ꎮ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研究员李泊溪指出ꎬ万里茶道主要是指陆上通道ꎬ它是“丝绸之路”的北亚

通道ꎬ与“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和南亚通道相互连接形成网络ꎬ且与海上通

道部分城市也有衔接ꎬ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作为一条文明

交融之路ꎬ万里茶道具有地域的连贯性、商道的传承性、经贸的外向性、人文

的包容性ꎬ是东西方文明互动的典范ꎮ
湖北省处于中国的中心位置ꎬ作为万里茶道(中国段)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ꎬ推进万里茶道的研究与申遗工作ꎬ可以更好地促使湖北省融入国家提出

的“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ꎬ促进湖北省的改革和开放①ꎮ 在国家着

力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ꎬ湖北省应抓住复兴万里茶道的历史机

遇ꎬ作者提出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ꎬ加大万里茶道历史文化遗存在湖北

段的研究和保护ꎬ充当万里茶道申遗的牵头者ꎻ第二ꎬ振兴历史传统产业ꎬ打造

湖北茶叶地域品牌ꎬ建设茶叶强省ꎻ第三ꎬ深入挖掘万里茶道的文化资源ꎬ打造

茶文化产业链ꎻ第四ꎬ加强区域联动ꎬ推进“两圈两带”协调发展ꎻ第五ꎬ建设武汉

内陆城市开放新高地ꎬ搞好湖北自贸区建设ꎬ打造湖北省对外开放新格局ꎮ
通读全书ꎬ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文化软实力也是万里茶道当代价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ꎬ充分挖掘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价值ꎬ对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民

心相通的目标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ꎮ 万里茶道途径风光旖旎的南国水乡、山
河壮美的中原腹地、气象雄浑的塞外大漠、银装素裹的雪域高原ꎬ辐射沿线

２００ 多座城镇ꎬ主要景点景区共 １６７ 处ꎬ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多

达 １７ 个ꎬ大量的古道遗迹、文化遗址散落于沿线各处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产资源ꎮ 开展万里茶道研究ꎬ就是以茶文化为纽带ꎬ凝聚沿线区域合作共识ꎬ
积极调动多方力量ꎬ共同挖掘万里茶道沿线古迹遗址和人文风貌的深刻内

涵ꎬ弘扬万里茶道文化精神ꎬ从而增进中、蒙、俄三国民众的互信共识ꎬ夯实

“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民意基础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中俄城市联合签署«武汉共

识»ꎬ以湖北省为牵头省份ꎬ积极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ꎬ推动万里茶道文化

长廊建设ꎬ着力对万里茶道上的历史遗迹保护、历史资料收集、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展开合作ꎬ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湖北省的世界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ꎬ而
且有利于将具有包容开放性的中国茶文化精神与晋商吃苦耐劳、诚信合作的

商业精神弘扬于世界ꎬ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ꎬ巩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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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沿线国家人民的传统友谊ꎬ增进民心相通ꎬ从而为地区经济文化交

流注入新活力①ꎮ
作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省份ꎬ湖北在中俄交往历史中有不可磨灭的功

绩ꎬ如今湖北省将继续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支点在中国

和世界舞台发挥作用ꎮ «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立足于湖北省ꎬ论证了其在中

俄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ꎬ厘清了湖北省与万里茶道同“一带一路”的历史嬗变

与现实联系ꎮ 因此ꎬ全书不但对深入了解万里茶道的历史具有启发作用ꎬ而
且对新时代下推动湖北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对接ꎬ
推进区域协同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ꎬ是一部研究万里茶道历史比较

好的学术参考书ꎮ 通览全书ꎬ其独特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ꎮ
(一)研究视角独特ꎬ选题立意深远

以往对万里茶道的研究是从国内的某一方面展开ꎬ尤其是对晋商的研究

居多ꎬ而立足于新时代ꎬ尤其在“一带一路”国际经济文化合作的背景下ꎬ以湖

北省在万里茶道中的角色定位为研究对象则是独辟蹊径ꎮ 因此ꎬ刘再起教授

的这一专著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探讨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和“一带一路”的
关系定位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ꎮ 毋庸置疑的是ꎬ晋商曾在这条持续繁荣

数百年的国际商贸通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ꎬ但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特别是汉

口至圣彼得堡段)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ꎬ有
着“东方茶叶港”之誉的汉口曾是世界茶叶贸易的中心ꎬ赤壁羊楼洞(包括湖

南省的羊楼司)是万里茶道上青砖茶和红茶的主要茶源地之一ꎬ现宜昌的五

峰、宜都等地都是万里茶道中宜红茶的重要茶源地和核心产区ꎬ襄阳则是万

里茶道水陆联运的中枢城市ꎮ 基于湖北省在万里茶道上拥有如此众多的重

要节点和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中所体现的历史担当ꎬ因此ꎬ在开展万

里茶道的研究时ꎬ离不开对湖北省在万里茶道中的历史和地位的探讨ꎮ 马克

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书中指出:来自汉口的茶叶贸易使得中俄边境小镇

恰克图变成了“沙漠上的威尼斯”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刘再起教授的专著是紧

扣时代背景ꎬ立足湖北省和中国当下ꎬ选题立意深远ꎬ对新时代下湖北省与中

俄万里茶道ꎬ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对相关历史和现实问题作了

较深刻的研究ꎬ赋予开展中俄万里茶道研究和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以强烈

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ꎬ为全面探讨中国南方ꎬ尤其是湖北省在万里茶道中

—０２１—

① 陈文华:«湖北在万里茶道中的地位与品牌复兴的路径选择»ꎬ«决策与信息»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 欧亚博览

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探讨的新路径ꎮ
(二)研究价值独到ꎬ理论实践兼顾

该书研究价值较为独到ꎬ既具备理论价值的高度ꎬ又具有实践价值的深

度ꎮ 笔者认为ꎬ全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上搭“天线”ꎬ即对上服务于国家战略ꎬ服
务于中、蒙、俄共同倡导的万里茶道申遗ꎬ通过万里茶道的研究和申遗促进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ꎬ扩展中、蒙、俄的经济发展空

间ꎬ实现新时代的共同繁荣ꎮ 在中、蒙、俄经济依存度日益加深的基础上ꎬ唤
起人们对中、蒙、俄乃至中欧历史上经济文化交往的美好回忆ꎬ加强民心相通

工程建设ꎬ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经济文化合作ꎮ 特别是在当前世界个

别主要经济体逆全球化趋势升温ꎬ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盛

行的背景下ꎬ推进万里茶道研究有助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ꎬ对
推动形成中、蒙、俄经济协同发展与合作共赢的新范式ꎬ提升中、蒙、俄三边贸易

投资便利化水平ꎬ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ꎮ
该书下接“地气”ꎬ专门讲述湖北省在万里茶道中的地位与作用ꎬ对以湖

北为牵头省份的万里茶道申遗工作提供历史事实和理据的支持ꎬ推动湖北省

向经济文化强省迈进ꎬ形成强大的文化凝集力和文化传播力ꎬ为湖北省经济

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ꎻ对通过万里茶道研究和申遗工作促进湖北省

融入“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ꎬ加强国内区域经济文化联系提供一个新的平

台ꎬ以点带面推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经济旅游文化

产业发展ꎬ对接国内多个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ꎮ 同时ꎬ茶产业和茶文化是

中国特有的经济文化软实力ꎬ既承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ꎬ又符合新

时代绿色发展的新理念ꎮ 开展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研究ꎬ可带动湖北省茶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ꎬ为其产茶地区的精准扶贫提供有力抓手ꎮ 特别是该书通

过对湖北省宜红古茶道历史的挖掘ꎬ将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与茶产业相关资源

整合ꎬ打造集地方民族特色、历史遗迹与原生态自然环境于一体的生态文化

旅游经济圈ꎬ形成完整的“茶旅融合”产业链ꎬ对推动相关区域产业升级和经

济发展ꎬ促进五峰县、鹤峰县等贫困地区实现精准脱贫具有现实价值ꎮ 因此ꎬ
该书对湖北省和中俄万里茶道研究的实践价值既接地气ꎬ又扩大了万里茶道

的研究视野ꎮ
(三)研究内容丰富ꎬ历史现实并举

全书紧密围绕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的研究主题ꎬ立足扎实的文献基

础ꎬ从中俄万里茶道的兴衰、湖北省在万里茶道的特殊地位、俄国史料中的湖

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湖北段的五个重要节点城市和万里茶道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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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值等方面展开研究ꎬ将湖北省与万里茶道的历史遗存和当代价值融合ꎬ
显示了湖北省历史厚重又与时俱进的魅力ꎮ

刘再起教授不辞辛苦ꎬ大量查阅俄文历史档案ꎬ实地考察、遍访专家ꎬ搜
集大量国内外学者对万里茶道的研究成果ꎬ取得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数据与事

实、获得了许多相关遗迹与文物等图片ꎬ这些有说服力的研究资料为该书的

论点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ꎮ 这种历史现实并举的归纳与演绎的研究手法ꎬ
不仅把万里茶道的研究推向深入ꎬ而且也显示了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

术、学养的深厚ꎮ
(四)研究材料新颖ꎬ创新特色明显

全书创新之处在于使用了大量俄国学者对万里茶道的研究成果和俄罗

斯国家馆藏的历史文献资料ꎮ 一段时间中苏两国曾如履薄冰的外交关系ꎬ导
致中苏间文化交流甚少ꎬ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被翻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书籍和

文献数量过少ꎮ
刘再起教授于 ２１ 世纪初在俄留学深造ꎬ获得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博士学

位ꎬ出版过俄文专著ꎬ并且在俄罗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ꎬ他还在国

立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兼职ꎬ对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比较熟悉ꎬ
常年致力于万里茶道与中俄两国茶叶贸易研究ꎬ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经

验ꎮ 精通俄语的刘再起教授在俄罗斯的历史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广

泛阅读相关文献资料ꎬ做了大量前期研究工作ꎬ并长期同万里茶道研究领域

的俄罗斯学者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ꎬ对这个持续了多个世纪的万里茶道(俄
国段)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等了然于胸ꎬ能够为当前开展万里茶道研究提供

充分的俄语史料支撑ꎮ
该书安排有专门章节对俄国史料中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进行详细阐

述ꎬ征引了大量俄文历史档案资料ꎬ获得了详细而真实的万里茶道俄国部分

的珍贵史料ꎬ为今后国内学者研究万里茶道俄国部分提供了较多素材ꎬ拓宽

了国内学者对中俄万里茶道研究的视域ꎮ
简而言之ꎬ刘再起教授的专著«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ꎬ通过极具说服力

的中俄文史料ꎬ努力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地域和史料的局限性ꎬ以全球化的视

野重新审视湖北省、万里茶道与“一带一路”内在的历史和现实联系ꎬ理论实

践兼顾、运用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ꎬ在新时代“一带一路”视域

下研究湖北省与中俄万里茶道的历史嬗变和现实ꎬ为经济学、历史学、国际问

题研究等领域开展中俄万里茶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借鉴和学理支撑ꎮ
(责任编辑: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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