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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25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
分别考察了四川省广元市翠云廊和陕西省汉中
市博物馆，从郁郁葱葱、历史悠久的金牛古道千
年古柏生态保护，到褒水激荡、驰名中外的褒斜
古道石门十三品文化传承，习近平总书记都十
分关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为汉中干线公路行业扛牢新时代公路发展
使命，弘扬传承历史文化，推动秦蜀古道文化与
现代干线公路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
了根本方向。

秦蜀古道的深远意义

在茫茫千年的交通历史中，秦蜀古道，是古
代穿越秦巴山脉由人工开凿而出的伟大交通系
统，是早于万里长城规格恢宏的土木工程，被誉
为“生命之路、智慧之路、征战之路、邮传之路、
商贸之路、石刻之路、咏叹之路、希望之路、开放
之路”。唯殷先人以无畏之举、建经纬之功，在
茂林、在江边、在崖壁，或溯河、或越岭、或跨壑，
置栈道、置阁楼、置廊亭，开辟出连接黄河、长江
流域的文化通道，衔接北方、南方丝路的文明坦
途，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勾勒出促成区域之间
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相互交融的交通宏
图，闪烁着璀璨辉煌的华夏光辉。

汉中，一座波澜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作
为中华腹地、战略机枢，独特的地缘优势、温润
的气候条件、丰富的物质基础、淳厚的民生民
俗，毫不吝啬地滋润着陕南盆地。渴望交流的
先行者，在汉中境内筚路蓝缕开凿出“陈仓、褒
斜、傥骆、子午、金牛、米仓、荔枝等七条主干线
通道，连接了陕南盆地与关中平原、川北巴山的
必经之路，贯通了秦、蜀、陇与华北、西南、西北
地区交相辉映的繁荣通衢，彻底摆脱了秦巴横
亘、汉水嘉陵江的束缚。

从此，“北四南三”的古道地标深深镌刻在
汉中交通历史的长河之中，无数可歌可泣、可
颂可赞、可惊可叹的历史经典在汉中这片神
奇的沃土上演绎，促成了千百年来汉字、汉人、

汉家的发祥。

秦蜀古道特点及线路

陈仓道（故道）是诸条蜀道中最早开通的一
条主干线路。据资料记载，故道的孕育和早期
发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多年。
由陈仓（今宝鸡市）沿清姜河，经大散关上行至
秦岭，沿嘉陵江上游河谷而下，经凤县、两当、徽
县、略阳，折向东南经勉县、褒城至汉中，长达
1200余里。陈仓道为北四道中里程最长的一
条，也是蜀道中较通畅、路况较好的一条道路。
沿途现存大散关、凤县、仙人关、略阳县、勉县、
古阳平关在历史上都是防守要地。大散关关址
处“秦岭”石碑、“古大散关遗址”石碑、凤县仰韶
文化遗址、阳平关镇西的三泉县遗址等。唐代
王勃、王维、岑参、杜甫、李商隐等，特别是宋代
陆游、苏东坡有关陈仓道的诗最多。

褒斜道是现存文物遗迹保存最为完整的古
道。由宝鸡眉县斜峪关沿石头河上行，经桃川
镇，越石头河与红岩河的分水岭五里坡，顺红岩
河谷，经王家堎，至褒河上游的留坝江口镇，再
沿褒河下行穿石门或越七盘岭，至褒城达汉
中。此道全长750余里，山间谷道470余里，栈
道占据褒斜道全程一半里程左右。褒斜道自春
秋年间就被用作军事攻伐，五丈原、斜峪关、太
白县、留凤关、武休关皆为沿途重要关隘。包括
石门北至武关驿、武关驿至斜峪关、青羊驿、长
桥等栈道遗迹；天心桥、万年桥、樊河桥、倒水湾
桥、观音崖桥、江西营桥等桥梁遗迹、《石门铭》
《石门颂》摩崖石刻。

傥骆道是诸条蜀道中路程最艰险的一条古
道。自长安西南行，经户县、周至，西南入骆谷，
越骆谷关，往南过老君岭，溯黑河西源至厚珍子
镇，越秦岭正脊，经汉江支流渭水上源，西南越
兴隆岭，至酉水上游洋县华阳镇，又西南，越牛
岭而出傥谷，至洋县，渡渭水，经城固达汉中，全
长760余里。沿途关隘有骆口驿、官岭梁垭口、
八斗河、四郎乡、傥河大坝。历史遗迹有四郎

庙、骆口驿南部土墙、华阳镇遗迹、平堵河峡谷
栈道遗迹、吊坝河码头、古桥遗迹、长沟河古桥
唐得意阁遗址及其摩崖刻字、手扒崖栈道、华阳
古堡、四郎乡清凉寺、八里关古街与古佛洞等。
著名文士元稹两次往返于傥骆道，写诗三十余
首，记述沿途风光和驿站。著名诗人杜甫、白居
易、岑参、韩琮、崔觐等，均曾著诗于傥骆道，傥
骆道又可谓是一条“文道”。

子午道是贯穿汉中、安康两域的古道。自
长安子午镇入子午谷，越岭至喂子坪，入沣水河
谷，溯谷南行至子午关，越秦岭脊，循旬河过宁
陕县江口镇，越腰竹岭，循池河南下，过饶风关
入石泉，至西乡南子午镇，经洋县、城固而达汉
中。唐天宝年间，子午道与荔枝道相接，通往四
川。全长1000余里，山间谷道880余里。子午
道是距长安最近、关隘最多、路途较险的一条古
道。关隘有石羊关关墙、寨堡碉楼、子午古栈道
遗址（古桑墩、武圣宫、田母桥、梧桐寺等）、拐儿
崖、红崖子、西腰岭关等遗址。

金牛道是穿越巴山通往成都最重要的驿
道。主要路线变化在陕西宁强烈金坝至四川剑
关间，大致秦汉时期经阳平关、白水关入小剑、
大剑，隋唐时期由阳平关南沿嘉陵江经广元剑
门关，元明清时期则由烈金坝南经五丁关至朝
天驿合唐宋驿道，过剑门关后，经剑阁、武连，入
梓潼，再西南经绵阳达成都。宁强古道历史悠
久，留下了很多遗迹。李白有诗曰：“秦开蜀道
置金牛，汉水元通星汉流。天子一行遗圣道，锦
城长作帝王州。”三国名将赵云曾在阳平关子龙
山驻扎军队。金牛峡、五丁关、西秦第一关等遗
迹犹存。清人师范在《七盘关》一诗中感叹七盘
关的险要：“蜀道雄千古，严关峙七盘。霜搜红
树直，山锁白云寒。”

米仓道是穿越米仓山路网连接巴中最便利
的古道。北起陕西南郑，循濂水河、冷水河谷，
翻越大小巴岭、米仓山，再循南江河南行，途经
四川南江县，抵达巴中市。历史上米仓道是由
主线和若干支线、延长线等陆路和巴江（南江）

等水路串联起来的多线复合的南北向交通网
络。有定波桥、胜利桥、大高桥、小高华石嘴石
桥、碑坝三道河栈道、庙坝关隘等古桥梁、古关
隘遗迹；罗家寨、石门村碉楼、青树镇柳树沟村
王家碉楼、鹰嘴岩寨址、黄官镇平桥碉楼、宝鼎
寨寨址等古建筑；金华村宋代摩崖石刻、天池子
清代摩崖石刻、云河驿站和“州正堂示”碑等摩
崖石刻、石碑。

荔枝道，是密切联系促进川陕政治、商贸和
文化的古道。由长安出发，经子午道入西乡县
境内，溯泾洋河而上，入镇巴县，越巴山，至四
川万源，经宣汉、开江、梁平、垫江、长寿，抵涪
陵，全长2000余里。在鹰背乡有拦马墙、饮
马墙、荔枝庙等遗址；新恩岭村有玉皇观、紫
马坎等遗迹；永宁关古城等。为了满足贵妃
喜食新鲜荔枝的嗜好，唐驿制“诏书日行五百
里”甚或更快。

古道文明与现代公路传承的主要做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
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历史
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近代
以来，随着秦蜀古道沿线现代交通公、铁、水、空
全覆盖运载模式的蓬勃兴起，境内传统古道的
作用被默默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古道的衰
落和废弃，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新生
和延续。

探索总结秦蜀古道的精神，即睿智开化、务
实开明、艰苦开辟、坚韧开拓、进取开放。近年
来，汉中市公路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交通运输和文化传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从交通路线、匠心技术、绿色生
态、文化文明等方面，坚持把古道传承与现
代公路彼此契合，以打造“生态路、文化路、
平安路、美丽路、智慧路”五路工程，推动干
线公路向“通景线、风情线、民生线、旅游线、
振兴线”五线转化。 （下转三版）

也许是因为职业的缘故，
从数十年前开始，寻踪古道便
成了我心中的一份执念。然
而，子午古道横贯秦、巴山脉，
山高路险，加之自然环境复杂
多变，对于我来说，徒步探幽
自然没有可能。可是，一念既
起便不能就此作罢，所以，近
几年来，我总会有意选择古道
沿线闲逛出游，只希望能管中
窥豹，由此约略望见那些曾经
的历史风华。

鎏金铜蚕和汉王城

曾几度来到石泉，正事办
完，基本都会沿着316国道往
东南方向行驶去池河镇逛
逛。1984年，这里出土一只汉
代鎏金铜蚕，既见证了秦巴山
区蚕桑事业的蓬勃状况，也为
丝绸之路货物来源提供了实
物证据。

从池河街道出发，往西约
三公里便到了谭家湾村。这
个村庄对我来说不算太陌生，
几年以前，因为探寻丝绸之
路，我和朋友曾经来过这个安
宁洁净的村落。村子北头有
一座古城堡，当地人叫“汉王
城”。查遍史料并无相关记
载，然而，流传的楚汉相争故
事细节却鲜活生动，不禁对这
座子午古道交通要冲上的古
堡兴味盎然。

刘邦是否真的在汉王城
生活过不得而知，鎏金铜蚕是
否为他政令下的发展业绩亦
无可证明。然而，书法圣碑
《石门颂》载：“高祖受命，兴于
汉中，道由子午。”《史记》亦载
刘邦被项羽立为汉王后“从杜
南入蚀中”。这两个源自汉代
的说法应当可以证明自鸿门
宴后，刘邦为避项羽锋芒自
子午道南下，过安康，入汉
中，殚精竭虑，图谋发展，而
谭家湾的这座汉王城和当地
蚕桑的崛起应当就是这种努
力的见证。

兴隆碑和荔枝道

从宁陕沿210国道一路向
北便到达长安子午峪，这里是
子午道北口起点。入子午峪，
过左氏桥，沿着峪间公路一
路南行便到了拐儿崖，玄都坛
遗址就在不远处高耸的山石
之上。

由于靠近长安，这一带古
道两侧摩崖石刻古迹众多，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兴隆碑
了。说是古迹有点不准确，新
中国成立后开山修路，原来的
摩崖石刻被炸落山崖，进了博
物馆被保护起来。现在看到的
这块碑记是后人临摹的，置于
原址，也算还原了历史样貌。

“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
阴崖结茅屋。”兴隆碑的前半
部分刻录着杜甫的诗歌，见证
着千年前唐代的一段友谊。后
半部分则是《金可纪传》，记录
着唐时新罗人求道终南的传奇
故事，和不远处的金仙观呼应，
成了大唐文明的又一注脚。

唐之风华当然不仅仅见
证于这一块摩崖石刻。走进
子午古道，那众多的栈孔和古
驿站遗址似乎还在望向那因
运送荔枝激起的尘土，讲述着

盛唐的独家
记忆。

经历了
贞观之治和
开元盛世，
到了唐玄宗
发展到鼎盛
时期。为了
满足杨玉环
对荔枝的嗜
好，玄宗下
令拓宽修整
子午道，并
自西乡开辟
新道，经镇
巴直达荔枝
产地涪陵，
是 为 荔 枝
道。

当 然 ，
荔枝之所以
能快速运达
长安并不全
是行政命令
使然。《新唐
书》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
之，乃置驿传送，走数千里，味
未变已至京师。”从中可以窥
见唐代子午道驿站的设置、管
理运作的高效，盛唐的经济社
会发展亦可窥见一斑。

石泉石锅鱼和宁陕城隍庙

提起安康美食，石泉石锅
鱼一定榜上有名。因地处秦
巴山区，众多河流成就了石泉
丰富的渔业资源。石泉人就
地取材，取汉江花鲢为食材，
通过腌炖等形式创造出特有
的味觉享受。然而，食材并不
全是石锅鱼的秘籍所在，那独
属于石泉的味道其实蕴藏在
当地的烹饪文化里。

石泉地处子午道交通重
镇，其烹饪文化融合了陕西人
爱吃香辣和蜀地火锅的烹饪
方法，二者借鉴融合独具特
色，形成这方土地的乡味。与
石泉石锅鱼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还有宁陕城隍庙。

宁陕城隍庙建于清乾隆
年间，坐落于长安河冲积沙
洲上。走进宁陕城隍庙，中
轴线的对称建筑尽显北方
审美的严谨与雄浑。门楼
高耸，屋檐陡峭，窗棂雕花，
造景自然，庄严肃穆之外，建
筑细节却彰显着南方审美的
精致与典雅。南北交融造就
了这座古庙无与伦比的审美
意趣。

鲁班殿、雷神殿、地藏殿、
罗汉堂……这所矗立于子午
古道、历经两百多年风雨的庙
宇里，道佛交汇，南北交融，置
身其中，似乎可以听见古道上
的来往吆喝，人声鼎沸，络绎
不绝，流动的烟火气息里蕴藏
着文脉，交流碰撞生生不息，
激荡起魅力十足独特的文化
内涵。

古道越秦巴，风华两千
年。随着交通的不断发展，子
午道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只
留下许多遗迹遍布在高山险
水中，展现着中国古代交通
史。历史的细枝末叶因此变
得生动清晰，一条流动着的子
午道，正是一部绵延不断书写
的文化史诗。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留坝栈道博物馆
文 / 图 张永宏

今年国庆节前，欣闻国内首座栈道博物馆——留
坝栈道博物馆在汉中市留坝县武关驿镇建成开放，作
为交通人，抑制不住探索和激动之心，先睹为快。

留坝栈道博物馆位于姜眉公路（国道244线）路
边，设在栈道水世界游客中心三楼。这里人流量
大、便于信息传播。地方政府把水上娱乐和历史文
化捆绑建设，利于游客文旅融合、各取所爱。

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余平方米，开敞式布局
加错台式结构，展示形式有沙盘、展板、ＬＥＤ显示
屏、讲解员介绍等，展示内容有图片、史籍、诗词、名
家札记、实物、仿古复原栈道等，通过声、光、电等特
效手段，既全面展示汉中境内栈道的整体分布，又
重点突出展现、解读留坝境内的褒斜道、文川道、连
云道、陈仓道的历史文化。全厅从前言到未来展
望，分为山河动脉、横空出世、文川通途、云栈为道、
巧夺天工、文明辉煌六个部分，突显了留坝南北交
通“主动脉”、蜀道“大枢纽”的地位。

留坝栈道博物馆灵活多样的展示方式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特别适于研究和体验中国古代栈道文
化，沉浸式学习古代交通工程史。

留坝的栈道大概率是沾了周秦汉唐定都关中
的光，加之这几个朝代非常重视栈道的建设、养护
等，也因此到今天，留坝县境内遗存的古栈道遗迹
有2000多处。在这些遗迹中，可见古代交通、工程
的严谨和规范。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见清代的指
路碑实物，石质，高约60公分、宽约20公分、厚约20
公分，碑上内容大约是“去某某处从左行”“去某某
处从右行”。指路碑确实便于民众出行，但另一处
遗物却令人感慨，这是一处迁移到博物馆的石质栈
道梁孔实物，它正面是正方形，边长约1米许，正面
的左上方有一处石刻方框，周长约40公分，正面的
右下方有一处正方梁孔，其周长也是40公分，深50
余公分，听讲解员说，左上方的方框形就是原有的
梁孔设计位置，后来在具体施工时按实际情况，位
置变到了右下方，相当于我们今天工程中的施工变
更，由此可见古代管理机构和匠人都很严谨。

从博物馆的一些地图资料中，能看出栈道就是
过去的官道、主通道，先民的开拓创新精神值得我
们继承，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先民开辟出间道充当主
通道的联接线，使出行更加便捷。比如留坝县城属
于连云栈道一个重要节点，它距离褒斜栈道是比较
远的，但如果走间道，从留坝县城东北角的石匣沟
进山、经莲花石沟、过碾槽沟、出寒水沟就可直达褒
斜栈道的柳川驿,非常节省时间。路途中的石匣沟
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有薛平贵骑红鬃烈马的上马
石遗迹、有七仙女洗澡的七仙潭、有绝壁千仞的石
匣子……因沟里水好，现今作为县城水源地全封闭
管理，再也不易看到以上绝美的风景了。

留坝栈道博物馆是个值得研学的好去处，特别
适合浅斟慢酌、细细品味。

（作者供职于宝川分公司）

古蜀道与现代公路的传承 文 / 蔚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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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巴山向来是中国交通的南北
大碍。长安作为古代政治经济的一个
中心，也是交通的大枢纽，从巴蜀、楚地
进入长安的道路虽艰难却非常重要，政
治、军事的进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都
要通过这些古道。古人克服重重困难，
修建了秦巴大山中的路网，今天的修路
人继承了道路的遗产，许多国省干线道
路或地方乡村道路都是原有古道的升
级版本，它们共同写就了交通史上的传
奇。这些道路已成为历史的坐标，标记
着王朝的变迁与人世的沉浮，岁月历
久，韵味深厚，道路早已沉淀为文化。

翻越秦岭通往巴蜀的道路主干线，
由“北四南三”七条蜀道组成，翻越秦岭
由东到西依次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
道、陈仓道（故道），再翻巴山，南面又接
上荔枝道、米仓道、金牛道三条主干线；
进入楚地江汉平原，则是从蓝田走武关
道（商於道）。另有山岭中的间道互为
联通，大的线路有连云栈道连接着陈仓
道与褒斜道；子午道越过秦岭梁又分出
过石泉去安康与过宁陕去汉中的两条
支线；小的线路则有磻溪小谷道这种山
谷间道。翻越秦岭的道路自古就是一
张错综复杂的山区路网，在这些古道路
网的基础上孕育出今天的交通主干线
和乡村道路。如今，我们建成了翻越秦
岭的三条铁路、一条高铁、五条高速公
路，所有这些现代化的道路都或多或少
地利用了前人探索开拓的孔道。

在我们对这些古道的探索中，更多
的发现浮现眼前。古人对道路选线的
考量不仅在地理上用功，也在文化思想
上用心。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子午道
与秦直道共同构成一条南北中轴线，长
安以北的子午岭、秦岭南麓的直水（池
河），以及西乡的子午镇……沿用至今
的地名是解读古人规划思想的一连串
密码。褒斜道、陈仓道、武关道在漫长
的使用中已然形成诗词文章书法的长
廊。傥骆道闪退出历史舞台，湮没在深
山丛林中，种种谜团已成传奇。每一条
古道都似一座宝库，只要你愿意，面对
它们说一声“芝麻，开门吧！”

重走这些古道，对我们交通人具有
非凡的意义，它既在我们的经验之中，
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走在这些古
道上，我们获得了与前辈的某种神交，
感受着他们感受过的美妙瞬间。

陕交讯 11月28日，厅直系统处级
以上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戴滨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戴滨华要求，要深学细照、深思细悟，
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树牢改革意识、强化改革
担当、保持改革韧劲，确保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战略部署在陕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
认真领会、积极谋划，坚决按照中央、省

委、厅党组的安排部署，持续推进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改革，着力做好增活力、防风
险、稳预期、保畅通、降成本、提质效等各
项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我省交通运输
系统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为全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和制度保障。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在全
面系统、融会贯通、转化运用上持续用力，
扎实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探索形成更多承接落实中央改革部署
的抓手载体和工作举措，持续深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改革，持续推进交通运输相关
改革，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实现陕

西交通运输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本次专题研讨班为期两天，以专题讲

座、分组集体学习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主要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学习辅导读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及中省领导关于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
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的重要讲话等内容
开展学习。厅二级巡视员、三总师、副处
级以上干部，省公路局副处级以上干部，
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及支队副处级
以上干部，厅直其他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共计150余人参加研讨班。 （崔娴静）

厅直系统处级以上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