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先秦栈道、
古驿道到川陕公路、宝成铁路、西成高铁
……一条条“超级蜀道”，记录着千百年
来，先人们一直在崇山峻岭之间探寻蜀
道的最优解。

10月27日，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主办，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中共广元市朝天区委宣传
部、广元市朝天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共
同承办的“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启动仪式，在广元市朝天区明月峡举行。

9路记者将重走金牛道、米仓道、荔
枝道、阴平道、祁山道、褒斜道、陈仓道、
傥骆道、子午道等9条古蜀道，寻求“千
年古道变与不变的启示”，力求再现中华
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寻路蜀
道’正式启动，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所长、教授李勇先说。

千年文明再传承
从明月峡正式出征

广元，是中国蜀道文化的集中展现
地。前不久，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闭幕之际，2023中国（广元）
物流产业发展大会召开。瞄准“全国区
域性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广元，从古
蜀道到“公铁水空管”，正上演新的“速度
与激情”。

广元市朝天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国章说，朝天区是广元市大蜀道国际
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康养
度假胜地的重要支撑。11月1日至3日，

“第十三届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节”和
“广元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在朝天
区举行。

“早在七千年前，朝天中子铺就有人
类活动的足迹。朝天境内古蜀道形态丰

富，既有嘉陵江水路，也有栈道，又有碥
路，古老的石板路至今仍诉说着‘入蜀第
一扼塞’朝天关城的千年风云。”王国章
介绍，“朝天明月峡，是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剑门蜀道的起点和核心组
成部分，是蜀道咽喉要地和连接南北的

重要通道，是先秦古栈道文化的集中展
现地，被誉为‘中国交通史博物馆’。”

“一条古蜀道，半部中华史”。四川
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李勇先
对寻路蜀道活动给予高度期待，他说，以
金牛道为代表的蜀道，早在战国时期，从
曾经“不与秦塞通人烟”到冲出巴蜀“四
塞”之国，形成“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
交通格局，在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以金牛道为代表的蜀道，是我国南
北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将
南北两条丝绸之路联系了起来，使黄河和
长江两大文明得以交汇，从而加速了巴蜀
与汉中、关中和全国各地经济文化联系，
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并形成
汉唐时期沿蜀道繁华的城市经济带。”

与时代同频共振
九路记者开启“寻路蜀道”

2023年7月25日下午，来川视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元市剑阁县考察了
翠云廊。这里是古代关中平原通往四川
盆地古蜀道的重要路段，有迄今保存最
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临行
前，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
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好。

殷殷嘱托，巴蜀回响。持续不断地
去探寻和发现新的蜀道精神文化，在当
下显得格外重要。

在明月峡宽度仅100余米的峡谷
上，“先秦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
夫道、川陕公路、宝成铁路”古今六道会
聚一峡，体现了李白笔下“蜀道难”之情
形。蜀道陆路与江河水路组成的巴蜀交
通脉络，一动一静，纵横捭阖。寻路蜀
道，从明月峡正式出发，显得意义非凡。

启动仪式上，重磅发布了“寻路蜀
道”路线图，9路记者将依次前往金牛
道、米仓道、荔枝道、阴平道、祁山道、褒
斜道、陈仓道、傥骆道、子午道等地，寻访
千年蜀道、现代蜀道、科技蜀道、生态蜀
道……在蜀道的由难到易之间，寻求“千
年古道变与不变的启示”。在新时代下，
与时代同频共振，感悟蜀道荣光。采访
活动将重点聚焦蜀道沿线发展，深入挖
掘蜀道文化宝库，通过深度图文、精品视
频、创意产品等，带读者沉浸式了解蜀道
的前世今生，感受历史的宏伟画卷。

“此次寻路蜀道，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接地
气、踩泥土、寻遗迹……将以‘脚力’重走
蜀道之路、以‘眼力’捕捉遗址遗迹、以

‘脑力’对话蜀道专家、以‘笔力’再现蜀
道文化，以融媒产品传播多元蜀道，以名
家讲堂解析蜀道精神！”采访团记者代
表、封面新闻特级首席编辑吴德玉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刘彦谷刘彦君 摄影雷远东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
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当一首流芳千古的《蜀道难》，被慷慨激
昂的声音朗诵出，飘荡于嘉陵江湍急的
水流和两岸绝壁如削的岩石上，并与明
月峡的青峰、江水相辉映时，真的像是穿
越了历史的时空，来到了李白笔下峥嵘
突兀的蜀道。

10月27日，“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
访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寻路蜀道”路
线图，9路记者从明月峡出发，将开启重
走9条古蜀道的路途，寻求“千年古道变
与不变的启示”。

承载着巴蜀儿女成长奋斗历史的蜀
道，在当下仍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被
誉为“中国道路交通博物馆”的明月峡，
又为何成为“寻路蜀道”的出发点？在活
动现场，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教授李勇先发表了主题演讲，在他的娓
娓道来中，得以窥见蜀道背后所承载的
丰富的经济、历史、人文和自然价值。

从明月峡出发“寻路蜀道”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陵江冲破山脉而形成的峡谷，山势
嵯峨半插天的天柱峰，宏丽幽深的黄颡洞

……当金牛道由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入川，
在广元市朝天区与嘉陵江相遇，于是造就
了蜀道咽喉中的咽喉——明月峡。

李勇先首先说到了朝天区悠久深厚
的历史。“‘寻路蜀道’，选择在朝天区的
明月峡来举行启动仪式，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李勇先谈到，位于朝天区的中
子铺遗址，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最早
的遗存之一，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

汶口文化同步，更是长江流域一处最重
要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古遗址。

“它与这些文化遗址之间，存在着一
种关联性和相似性。这种关联性反映了
什么？至少在六七千年前的时期，经过
广元的蜀道就已经得到开通，并已经有
了人类活动。所以，这条道路也成了蜀
地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进行文化交流
的一个通道。”

而位于朝天区的明月峡，更是蜀道
咽喉中的咽喉，明月峡不仅历史悠久，更
集六条古今蜀道于一体，其中包括了古
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川陕
公路、宝成铁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地方
能够把古今的这几条道路汇在一起，并
在宽度仅100余米的峡谷上集中呈现。
所以说，明月峡就是中国古代交通道路
的博物馆，也是古代交通道路的活化
石。”李勇先说。

广元境内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
“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蜀道上”

遥看明月峡雄奇险峻的山峰，两岸
的石崖壁立，奔流不尽的江水，自然能体
会到李白笔下“蜀道之难”的长叹歌咏。
但将视线逐渐拉远，还会发现在广元境

内，星罗棋布着众多蜀道的历史文化遗
迹。而它们的存在，正是蜀人不畏艰险、
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

“在广元境内，蜀道历史文化遗迹十
分丰富，除明月峡、翠云廊以外，还有筹
笔驿、七盘关、剑门关、昭化古城、千佛
崖、剑溪桥、桔柏渡等等。”李勇先表示，
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像一颗颗珍珠镶嵌
在蜀道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
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在古蜀道各条线路中，李勇先说，金
牛道是古代最有影响和最繁忙的文化与
经济交互传播的道路之一。而以金牛道
为代表的蜀道，这条惊险奇绝的古道可
以说是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
文化的奇迹。“其不仅是跨越西南与西北
最活跃、最兴旺的商贸通道，也是中原和
西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是古蜀
人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

对“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
李勇先表示此次活动是对蜀道进行全面
系统报道，更是记者用双脚去实际丈量
蜀道的长度与广度。“我在这里为出征的
健儿们饯行，预祝‘寻路蜀道’大型人文
采访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摄影 雷远东

“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在广元明月峡启动
9路记者将重走9条古蜀道，探寻千年蜀道变与不变的启示

川大教授李勇先：

蜀道是蜀人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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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办方向记者代表授旗。

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寻路蜀道”路线图。

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
授李勇先作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