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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乃至东南亚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之

一。同时，杂多县昂赛乡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生态体

验特许经营试点，是全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重大突

破，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和示范作用。2016年，

习近平总书记赴青海考察时，与杂多县和昂赛乡基层干

部 亲 切 交 流 ， 亲 自 询 问 雪 豹 保 护 和 生 态 扶 贫 的 情 况 。

“雪豹之乡”昂赛被公认为全球最佳雪豹观察地，来自

世 界 各 地 的 N G O 组 织 和 专 家 学 者 长 期 与 当 地 合 作 保 护

生物多样性，成为我国国家公园面向国际开放合作的典

范。而挖掘唐蕃古道杂多段文化遗产，能够将其与生态

文旅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为杂多县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供文化支撑。

（三）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杂多品牌建设

杂多县是纯牧业县，2020年4月退出贫困县序列。但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发

布《关于公布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的通知》，

杂多县已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而作为三

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杂多县不宜过度开发及大众商

业化，因此，“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就成为杂多县实现

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唐蕃古道杂多段沿线

丰富的文化遗产，能够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

核心资源，而这些文化遗产的深层开发也能够为杂多县

乃至青海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生命力。

（四）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杂多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

万代。”[10]唐蕃古道成型于文成公主进藏，从古道成型

就能看出这条道路是汉藏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挖

掘、整理、宣传这条古道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

化遗产，能够让沿线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历史，看到民族

关系的未来走向，从而更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唐蕃古道杂多段又是特色文化保留区，区域内优秀

的传统文化厚植于世居于此的各民族血脉之中，其深厚

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考古遗迹、民间工艺

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对古道

沿线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能够进一步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民族工作事

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

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对唐蕃古道

杂多段文化遗产的研究，能够唤醒沿线各民族共同的文

化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为构建新型民族关

系，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

现各民族共同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文化保障。

余　论

唐蕃古道杂多段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是青藏高原多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典范，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需

要在保护原生态载体的同时，实现活态传承。因此，还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唐蕃古道杂多段的研究。首先需要以

多语种文献与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式理清目前还存在的

线路不清的问题。其次，引入“文化线路”这一近些年

在文化遗产体系中新出现的概念，将唐蕃古道这一因文

成公主入藏而成型的文化线路上所分布的古遗址、古墓

葬、古建筑、古寺院、石窟、壁画以及近现代形成的重

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纳入研究范畴，

同时，在生态文旅产业发展上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演 。 再 次 ， 因 杂 多 县 处 于 高 海 拔 地 区 ， 可 达 性 有 所 欠

缺，配套设施规模少，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产业及生态

体验的大力发展带来环境承载力挑战，更需要以三江源

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为契机，梳理可开发利用的空间环

境及空间格局，整合稀缺的生态、文化资源要素，发展

特色生态文化产业产品体系，打造国际性的生态科考国

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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