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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重庆市涪陵区江南滨江公园内的“荔圃春风”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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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急，快快闪开！”唐代天宝年间（公元742
年-756年）的某一天，随着响亮的马蹄声，华清宫
千重门依次打开，一匹加鞭快马，伴随着滚滚烟
尘而来。不过，它传递的可能并不是十万火急的
战报，而是杨贵妃爱吃的新鲜荔枝。

当时，荔枝被列为朝廷贡果。从产地摘下，
荔枝被装进竹筒保鲜，交给驿使，途经驿站，换人
换马不换物，以接力“特快专递”方式送往长安。
这个10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成为后世书写、发
挥想象的对象。

《新唐书·礼乐志》载：“帝幸
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
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
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唐代天宝年间从“南方”进
贡到长安的新鲜荔枝，这里的

“南方”具体是指哪里？杨贵妃
所嗜吃的荔枝，产地是何处？这
些疑问，都曾让历代研究者操碎
了心。由于唐代官方文献对此
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留下的空
白引发唐宋乃至后世诸多猜测
和判断。

国学名家钱穆的得意门生、
历史学家严耕望（1916年-1996
年）所著的唐代交通史著作《唐
代交通图考》，是业内公认的“20
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典范之
作”。这部作品的第四卷“山剑
滇黔区”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天
宝荔枝道”。在该章节一开篇，
严耕望就根据史料分析起唐代
贡果荔枝的产地问题。他首先
就提到自己发现唐与宋的文献
中观点不一致，“杨贵妃嗜荔枝，
欲及新鲜而尝，故特置急驿自南
方驰贡。其驿贡之地，有岭南与

涪州两说。就余所见史料，唐人
多云自岭南，北宋中叶以后多云
自涪州（古代四川地区地名）。”

参考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说
法，严耕望认为宋人的观点更合
理，“白居易说荔枝采摘三日而
色、香、味俱变，审度当时交通条
件，由岭南发驿至京师，绝不可
能保持新鲜，故若欲及新鲜享
尝，则由涪州飞驿，较为合理。”
严耕望还提到，“且杨贵妃幼长
于蜀，所尝当为蜀产，亦增加驿
自涪州之可能性。况在唐世，涪
州所产之品质绝不逊于岭南！”

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
中的论证，得到广泛认可，在学
界被引用较多。当代著名历史
地理学者、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
深教授葛剑雄表示，按照唐代的
气候条件，全国产荔枝的地方比
较多，“作为给朝廷的贡果，应该
是品种比较好的，并且到长安的
交通比较方便，更利于保鲜。那
么，在唐朝从巴蜀向长安贡荔
枝，可能性是很大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喻言 肖洋罗轩

唐代天宝年间，荔枝道进入
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关于荔
枝道的具体线路，一直是学界和
民间关注的焦点。

2014年6月，荔枝道与米仓
道一起被纳入蜀道申报世界文
化和自然双遗产的范围。荔枝
道的相关考古调查成为蜀道申
遗工作的重要部分。

自2015年起，来自国家文物
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等多家文博单位、高校，涉
及遗产学、考古学、交通史、文学
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多方面
的资深专家团，对荔枝道达州段
的具体路线走向及其相关文化遗
存进行详细考古调查。

在考察过程中，专家们在众
多河流、峡谷、悬崖边发现大量
古道、古桥，这些作为道路本体，
进一步证实了荔枝道确实存
在。此外，荔枝道沿途的唐代瓦
片、摩崖石刻、古驿站遗址等历
史遗存，尤其是达州境内的6处
唐宋时期摩崖造像，可以连成一

条线，进一步印证了荔枝道在达
州境内的走向。

“2015年，四川省考古研究
院受达州万源市委托，组织邀请
全国多位资深专家的那次考察
之旅，收获甚丰。尤其是发现了
唐朝天宝年间的多个摩崖造像，
足见这条路线的繁华程度，为荔
枝道的走向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11月，时任考察团团长的高
大伦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说。

如今，唐代从巴蜀到长安快
速运输荔枝驿道的具体走向，已被
较为完整、详细地勾勒出来：重庆
涪陵-垫江-梁平-达州开江-大
竹-达川区-宣汉（大成乡瓦窑坝
折入三桥、隘口、马渡）-巴中平昌
（岩口乡、马鞍乡）-达州万源（鹰背
乡、庙垭乡、秦河乡、玉带乡、魏家
乡）-巴中通江再入达州万源（竹
峪乡、虹桥乡）-陕西镇巴，共经过
10多个县市，然后进入陕西西乡
子午道，到达西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杰喻言肖洋罗轩

从关中越大巴山到四川
盆地的诸多蜀道中，荔枝道
所联系通达的一端，指向了
以重庆为中心的峡江地区，
在蜀道系统中颇为独特。在
荔枝贡京之前，这条古蜀道
早已存在。作为古代先民南
北迁徙的一条通道，是秦、
巴、楚文化交融的一个载
体。三国时代，它作为间道
存在。到了唐代天宝年间，
这条道因荔枝贡京而繁盛，
也因此得名。之后，随着国
家政治中心东移，它的作用
有所下降，但依然在之后漫
长的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
的南北交通作用。

蜀道，从狭义角度准确说是秦蜀
古道。秦蜀古道分为南北两段，两段
路线虽然有连续性，但各有其名。其
中，北接子午道的荔枝道与金牛道、
米仓道都属于秦蜀古道的南段。

部分人看到“荔枝道”三个字，容
易产生一个误解：似乎这条道在开通
之时就叫荔枝道。其实不然，荔枝道
这个名称的得来要比道路本身晚不
少时间。从南宋王象之开始，这条路
才被称之为“荔枝之路”，即后来学者
所称的“荔枝道”。

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
授、博士生导师郭声波和暨南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航在
联合撰写的论文《“荔枝道”研究三
题》中，专门就荔枝道的称谓是如何
产生的，确切指代对象是什么，是否
专为贡杨贵妃鲜荔而开辟的驿道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荔枝道”研究三题》中特别强
调，荔枝道成为驿道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专为“驿传荔枝”而开，它和当
时国力的强大，进而广设驿站以加
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与联系，以及
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都有着更加

密切的关系。古代道路的开辟，往
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古文献中常
言的开通往往是指拓宽和进一步修
缮。荔枝道亦是如此，它并非是专
门为“驿传荔枝”而开辟的道路，而
是将既有的道路加以修缮、增设驿
站，成了贡荔的驿路。

也就是说，在被增设驿站、驿官、
驿吏，方便皇家“特快专递”之前，这
条路线就已经存在。它的前身是三
国时期著名的间道。这条古道从万
源经镇巴至西乡，是古蜀道中比较艰
险的一条。也正因此，这条道在战争
时期被使用较多。

有记载称，诸葛亮入蜀后曾屯兵
万源，据险防御曹兵。刘备取汉中
时，也有“大兵发葭萌，照烈由广元、
宁羌，正道入，张恒侯从定远、西乡间
道而进”的记载。

还有学者发现，文献中较早提及
此道的是《晋书》。据该书卷一《宣帝
纪》记载，司马懿的部队从安康溯汉
水到西乡，走的就是子午道南段，由
西乡南下，则是取洋巴道入开县、万
县、朐月忍。由此可见，三国初年这
条道路就已存在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千里
驰贡，博美人欢颜，成为后人评判唐玄宗荒弛朝
政经常提及的一个罪证。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牧
从长安城远望骊山，感慨万千，写下那首千古留
名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
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圣
杜甫也曾在诗中为疲于奔命运送荔枝的马匹给
予同情：“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
到今耆旧悲。”

由于唐玄宗与杨贵妃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以至于后世在评判荔枝道时，容易将其与唐代
命运转折点联系在一起。作为一条与杨贵妃吃
荔枝联系上的蜀道，荔枝道在散发传奇色彩的
同时，也容易带来一些认知的偏差。比如，简单
地认为荔枝道就是专门为给杨贵妃贡献荔枝而
开辟的道路等。

对此，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
先教授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说，由于“驿传荔枝”已成为批评、讽喻唐玄宗
昏庸的强大惯性叙事范式，所以要理解荔枝道，
需要避免一些望文生义、想当然的误会或理解
偏差。

事实上，在“驿传荔枝”前，这条古蜀道早已
存在。作为古代先民南北迁徙的一条通道，是
秦、巴、楚文化交融的一个载体。三国时代，它
作为间道存在。到了唐代天宝年间，这条道因

“驿传荔枝”而繁盛。之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
东移，它的作用有所下降，但依然在之后的漫长
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的南北交通作用。

从关中越大巴山到四川盆地的诸多蜀道
中，荔枝道所联系通达的一端，指向了以重庆为
中心的峡江地区，在蜀道系统中颇为独特。

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最繁荣
的时段。其时国家强盛，疆域辽阔，
四方晏然。如此庞大的国家系统要
有效地运转起来，交通通信系统必须
高度发达。

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古代
研究中心副主任宁欣教授在《从唐诗
走进历史》一书的《一骑红尘：唐朝的
交通运输管理》章节中写道，唐帝国
拥有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
的陆路交通线，由大运河、黄河和长
江等水系勾织成的纵横交错的水路
交通网络，以及高效的水陆驿站体
系，它们保障和维护着庞大帝国的高
效运输系统运行。并且唐朝成网络
体系的交通线，有着严格的驿传制度
做保证。唐朝继承隋制，官道的使用
和管理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从四
川把新鲜的荔枝送到长安，需要经过
秦蜀古道，一路崇山峻岭，艰险无比，
但仍然能保证送到京师的荔枝还是
新鲜的，可见唐朝交通网络体系的效
率之高。”她说。

“按照唐代的交通标准，就算没
有杨贵妃吃荔枝的需求，也会在官
道上设驿站。”著名历史地理学者、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
说，从专业历史研究角度，不应花费
太多精力去纠结这条路是不是专门
为了给杨贵妃送荔枝而设立的。

“荔枝道的路线，在秦汉时代就有

了，到唐朝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变
化。”他说。

李勇先教授表示，相比为杨贵妃
献荔枝的短暂时间，荔枝道在大部分
时间内还是起到公共利益作用。“所
以，我们应该用更广阔长远的客观眼
光，看到荔枝道更多更大的作用在于
区域之间经济往来、民间群众交流。
比如说，川东一带产的茶叶，需要通
过这条路向外输送。在很长时间内，
荔枝道是川东与汉中地区茶盐贸易
主要的区域交通道路。”

达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平表示，宋
元明清直至现今，老百姓一直在利用
这条古道，享受古道带来的便利，带
动了整个川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
发展，达州现今还保留着风貌保存完
好的明清古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到了现代社会，荔枝道依然发挥
着重要作用。上世纪30年代，汉渝
公路基本沿袭了荔枝道的路线。上
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对蜀道进行
了大规模拓展建设。1958年修建的
210国道西（安）万（源）公路，大多路
段均沿着荔枝道线路建设。2004年
初，改道的达成（渝）高速路全线贯通
后，取其捷径横贯秦巴山区。

如今，荔枝古道作为交通主线的
功能渐渐失去，但它仍以丰富的文化
遗产形式，向现代人传达来自历史的
讯息，发挥其宝贵的精神价值。

唐代“驿传荔枝”具体路线怎么走？

杨贵妃所食荔枝从何而来？

采访团在达州万源市鹰背乡寻找荔枝道遗存。

采访团在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丛林乡
与长寿区交界处寻觅荔枝道遗存。

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荔枝道遗存。

驿传荔枝故事
易遮蔽对荔枝道完整认知

《新唐书·杨贵妃传》中记载：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
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
味未变已至京师。”

9月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路蜀道”大
型人文采访活动走进荔枝道，探寻笼罩在荔枝道
上的诸多谜团的答案。

正是史书上这段文献记载，成为之后
一条蜀道命名的来源：原名为洋巴道的川
陕蜀道，在后世被命名为“荔枝道”，传播
影响深远。

驿传荔枝之前

这条蜀道曾闪烁着刀光剑影

驿传荔枝背后

是大唐繁盛交通线和发达驿传制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喻言肖洋罗轩 摄影报道

荔枝道

解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