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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蜀道，既是对古蜀道的一次梳
理，也是去打捞那些遗失在古蜀道上的
美好、散落在风尘里的故事，更是对古
蜀道的开发保护利用提供一些参考性
的意见。

在此次“寻路蜀道”大型人文采访
活动中，我有幸和同事一起深入巴山深
处，翻山越岭，寻访荔枝道。

荔枝道在达州境内的马渡关镇和
鹰背镇，尚有几段保存较为完好。它们
是经过岁月洗礼留下来的“幸运儿”，也

是我们此次寻访的目标。
寻访过程中，通过一位“土专家”

的讲述，让我对荔枝道有了更多的认
识和了解。这位“土专家”就是苟在
江，达州万源市鹰背镇的退休教师，土
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对有关古道的
事和物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他是
一个民俗文化爱好者，愿意去发掘、记
录、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因此，他当
仁不让地成为我们在鹰背镇寻访过程
中的向导。

通过苟在江的讲述，我们知道了
饮马槽、拦马墙、荔枝庙、三步两洞桥
等古道上的专属名词；通过他的讲
述，我们还知道了荔枝道上的很多故
事传说。

有些传说，我们可能无法完全考证
真假，但从这些传说中，我们依然能嗅
到历史的气息。那时那刻，我们只需做
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如果有
可能，再去做一个“苟在江”式的讲述者
和传承者。

苟在江的讲述，热烈而真挚，饱含
着对古道的深情，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
的热爱。融入血液中的乡情，让那些古
道上的美好在他口中传递下去。

我相信，在每一条古道上，都有“苟
在江”这样的土专家，他们年复一年，不
计回报，带着天生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把自己与古道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古
道能遇见他们，是古道的幸运，也是文
化的幸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

唐代诗人杜牧用一句“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让荔枝道上发
生的故事天下闻名。如今，快马加鞭、
接力传送的古代“特快专递”场景，已如
烟云般飘散在历史深处。随着现代交
通工具的发展，曾在漫长历史时期于川
陕之间人员来往、物资交流发挥重要作
用的荔枝道，已不再作为主干道使用。
但凝结在荔枝道上的人文信息和精神
价值，却穿越时间，在现代社会发挥着
考古、历史，乃至文旅融合方面的价值，
以自己的方式滋润当代。

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寻路
蜀道”大型人文采访活动采访团开启寻
访荔枝道之旅，先后来到荔枝道起点重
庆市涪陵区、达州市宣汉县马渡关镇、
达州万源市鹰背镇及相关乡镇（村）、山
川河道旁，实地寻访荔枝道遗存。

荔枝道马渡关段的前世今生

从目前专家考证出来的荔枝道线
路来看，全程1000多公里的荔枝道，途
经达州境内约200公里。荔枝道在达
州留下了许多古道遗址遗迹和传说故
事。采访团在达州探访的第一站便是
宣汉马渡关。

唐朝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马渡
关这个地方置阆英县。荔枝道从此地
穿境而过，马渡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驿
站。“马渡关”这个名字的得来比荔枝道
更早，它与三国名将张飞有关。据当地
人讲述，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
年），张飞受诸葛亮之命从荆州夺取巴
州，率部夜达沙溪河，河水陡涨，无舟桥
可渡，张飞三更醉而提矛扬鞭，跃马渡
河，乡人于渡处刊石刻碑“张飞跃马飞
渡”，故名“马渡”。明朝全国各地设关，
更名“马渡关”。

近些年来，不少考古专家曾到马渡
关进行考古调查，重点点位就是浪洋
寺。由于寺庙摩崖造像一般在交通干
道附近开凿，所以专家在马渡关考察后
认为，马渡关浪洋寺的摩崖造像，印证
了历史上的“大唐盛世、马渡雄风”。

对马渡关境内荔枝道有较多关注
和深入了解的马渡关镇人大主席李映
安说，除了浪洋寺摩崖造像可以佐证荔
枝道经行此地外，马渡关的古驿道遗存
也较多，“在大约15公里左右的荔枝道
马渡关段上，还有古桥、古道遗迹相关
石刻等，为荔枝道经过马渡关提供了更
多的证据。”

李映安还提到了位于沙溪河上的
那座古桥。“这个古桥长约20米，宽约
2.4米，部分桥面已垮塌，分为人行道和
马行道，现在还能供行人使用。有专家
初步判断可能是唐代的，但需通过考证
进行认证。”他说。

马渡关对荔枝道遗存的保护力度

较大，部分荔枝道已被纳入旅游景区保
护。2016年，部分荔枝道、浪洋寺摩崖
造像被纳入宣汉马渡关石林景区，并已
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退休教师的荔枝道探寻之旅

“荔枝道，以县为单位，经过达州万
源市的里程最长，以乡镇为单位，经过
万源市鹰背镇的里程最长。在鹰背镇，
至今还有拦马墙、饮马槽、关墙、衙门营
盘等遗迹存在。”对荔枝道有着多年研
究的苟在江说。

69岁的苟在江是地地道道的鹰背
当地人，生于斯长于斯，在当地学校教
书多年。教学之余，他热衷于当地历史
文化研究。

苟在江说，从1990年开始，他对荔
枝道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了更多了解
荔枝道的情况，我还曾利用三个寒假，
沿着荔枝道的总线路实地探访过，从重
庆市涪陵区到陕西省西安市。”

鹰背镇境内的仁斋公-化米梁古道
又被称为鹰背古道，呈南北走向，经过
竹筒沟、跑马梁等地。在鹰背镇采访期
间，采访团在苟在江的带领下，前往上
述地方寻觅荔枝古道遗存，并成功找到
饮马槽、拦马墙、三步两洞桥、衙门营盘
等古道遗存。据苟在江介绍，当地民间
流传着一种说法，与荔枝有关，“上了鸡
公寨，荔枝在不在；进了竹筒沟，荔枝就
要丢；过了化米梁，荔枝才稳当。”

由于年代久远，受自然风化影响，
处于山林深处的鹰背古道路面大多凹
凸不平。在部分道路的条形石块或路
旁的巨石块上，采访团发现有圆形柱洞
和条形石槽。对此，苟在江解释说：“圆
形柱洞是为了固定栓拴马桩，大石板上
的长方形石槽很有可能是用来给驿马
补充饮水和草料的饮马槽。方槽不远
处凿有一个圆孔，是钉木桩用来拴马所
留下的痕迹。”

在前往鹰背镇大垭口村任斋公组
鸡公寨（小地名）的途中，采访团看到一
截用大石条砌成的护栏。苟在江说，这
里的石头圆润光滑，经专家分析，应该
是古时驿道上的“拦马墙”，是当年为防
止马匹受惊失蹄坠崖而修建的。他还
特别提醒采访团成员注意观察，左边拦
马墙和右边石壁上深深的弯槽，据说是
当年闩门杠用的，叫做门杠槽。

界碑拓片带来荔枝道远古信息

除了实物证据，当地出现的碑刻
文字，对荔枝道过境万源市鹰背镇的
具体走向确认，也带来更多帮助。记
者经过梳理相关资料和实地采访发
现，关于荔枝道过境鹰背镇，很多人都
会提到在瓦子坪竹筒沟发现的一块石
刻界碑。界碑上刻的关于任、李两个
家族分地界的一段话中，带有“天宝”

“贡果”字样，被认为是荔枝道行经此
地的有力证据。

苟在江说，界碑中提到的任姓和李
姓至今仍存在。两个村子以河流为界，
一个叫任斋公，另一个叫李家坡。两个
姓氏的人隔河相守，相安无事。

据苟在江介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他就听村里的老人说起过这块石头
界碑，“他们跟我说，发现一块石头上刻
有字。我当时就去看了，但因为对荔枝
道没有了解，就没在意。后来对荔枝道
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后，我才意识到这
块界碑的价值。大概在2007年，我用
纸将碑上的字拓下来。2010年，当地下
了一场大暴雨，导致山体滑坡，这块石
头被冲垮，界碑也就荡然无存了。”

曾担任过鹰背镇瓦子坪村村委会
主任的苟兴光也对这块石头界碑有印
象。“当地不少老人都见过这块石碑，我
也见过。当时山体滑坡把石头冲垮后，
我们还组织人，动用机械设备去挖掘、
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残片，但最终没
找到。”

文旅融合让荔枝道焕发“新生”

对于荔枝道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
存，当地非常重视。据鹰背镇副镇长贺
远令介绍，鹰背镇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已成立了荔枝古道（鹰背段）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专班，专人专责荔
枝道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他还特别提
到，要“原生原态，系统保护。同步抓好
古道及附属设施、景观的保护工作，保
护好周边地质地貌、古树名木、附属景
观等原生态、原面貌，维护古道遗迹真
实性和完整性。”

对于在荔枝道开展的文旅开发，贺
远令提到，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科学
合理开发荔枝道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其
原貌的基础上，促进其释放出宝贵的经
济社会价值。

“荔枝道（达州段）的文化遗存总体
保存完好，但也有部分受到损毁，加强
对荔枝道沿线文化遗存的保护刻不容
缓。”达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平说。他还
提出具体建议，依据荔枝道文化线路
长、文化遗存丰富、文物景点较分散的
特点，可适度开发荔枝道文化线路旅
游，加强文旅融合，可以先期规划在宣
汉马渡关镇、万源市鹰背乡至秦河乡一
段有代表性的区域，有步骤、分阶段进
行打造，恢复青石板古道，修复部分古
驿站、拦马墙、拴马石等，开设宜居宜
玩的“幺店子”，开发有民俗气息的传
统旅游产品，让人们在体验荔枝道文化
时，观赏到古道两侧保存下来的古遗
址、古建筑，感受秦巴山区厚重的历史
文化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肖洋 罗轩喻言 摄影报道

苟在江（右）向记者介绍饮马槽等
古道驿站遗存。

采访团在达州市宣汉县马渡关镇寻找荔枝古道遗存。

走进大巴山南麓寻觅荔枝古道遗存

融入血液中的乡情让荔枝道上的美好代代相传记者
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