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前，唐德宗带着女儿唐安公主
沿着古蜀道一路南下，到汉中避难。途
中，这位年仅23岁的公主病重难医香消
玉殒，在如今的陕西汉中市洋县马畅镇
留下一座公主坟，一棵古柏相伴。

而这条道，便是傥骆道。
秦岭四条蜀道中，要寻找出独属于

傥骆道的标签，结合历史来看，应该有
“最便捷”、“最险峻”、“逃亡通道”等关
键词。

蜀将姜维兵向秦川，率数万人出骆
谷；唐德宗避乱、唐僖宗入蜀皆由这条
道而过；唐中后期，官员多取傥骆道往
返于长安、汉中。

这条道最为接近秦岭主峰太白山，
夹道草木森森，流水潺潺，风景万千。
达官显贵、历史名人和平民百姓，都曾
从这里匆匆而过。

千年后，曾经的逃生大道早已消散
在茫茫林海，再不见行人往来、马蹄不
绝的盛景。至今惟留千年古柏旁的小
学，书声琅琅。

今天，从卫星图上看，西安飞往汉
中的飞机航线就是沿着傥骆道飞行的，
傥骆道已经接轨现代超级蜀道，化身航
线“飞上青天”。

两代唐皇的逃难大道

驱车从陕西汉中市洋县出发，仅
半个多小时便能到达马畅镇。但须穿
过弯弯绕绕的羊肠小道，才能找到隐
于民居之中的一个约两三层楼高的封
土堆。

入院，第一眼就能看见一块石碑，碑
文中提到公元784年，朝廷朱泚叛乱，唐德
宗李适被迫到梁州（今汉中）避难，黄昏经
此地宿观一夜，唐安公主因病不治而亡，
葬于此地。叛乱平息后，唐德宗回长安拨
库银修整庙宇，并下诏改为玉贞宫。

碑文记载内容，历史上也曾留有笔
墨。据《旧唐书·德宗纪》载：“（兴元元
年三月）庚寅，车驾至城固，唐安公主
薨，上爱女，悼惜之甚。壬辰至梁州（今
汉中）”“《资治通鉴》卷二三○载：（兴元
元年三月）庚寅，车驾至城固，唐安公主
死，上长女也”。在当地，也有人将这座
巨大的土堆叫做“安冢”。

事实上，翻开历史书页，经傥骆道
从西安逃往汉中避难的皇帝，不止唐德
宗一人。公元875年黄巢等人揭竿起
义，公元880年12月，黄巢率领的农民
起义军攻破潼关，唐僖宗带领文武官员
及神策军数百人，经周至入骆谷，沿傥
骆古道向汉中逃跑。

曾因便捷而辉煌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
谷。”杜甫诗当中的骆谷，指的便是傥骆
道。行至傥骆道，寥寥数笔，杜甫便将

安史之乱时百姓流亡的场景刻画得入
木三分。而这也侧面证明了唐朝时期
经傥骆道逃难的不仅仅有达官显贵，也
有平民百姓。

几条蜀道中，为什么众人偏偏选择
傥骆道逃亡？

“傥骆道是几条蜀道中从关中到汉
中最近的一条道路，最为便捷。”四川大
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李勇先
说。

傥骆道，循傥水河与骆水开辟，北
从周至骆峪进秦岭，南从洋县傥水河谷
出到汉中，全长240公里，相比其余古
道，是当年所有古道中长安往汉中方向
最近的一条。

这里也因便捷而热闹。
“傥骆道最兴盛的时期便是唐

代，可以说是名人效应造成了傥骆道
的兴盛繁荣。”蜀道文化研究专家陈
洪指出，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傥骆
道的兴盛更多是因为皇帝和官员们
的影响。

唐朝建立后，官府征调民力整治疏
通了傥骆道，还在北口设置了骆谷关。
沿途设置了许多驿站、邸店、邮亭、铺递
等，为来往的官吏、商贾和行人服务。
还在骆谷关、都督河、华阳镇等处驻扎
军队，负责维护道路安全。

贞观年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
元曾写下《馆驿使壁记》，列举当时京都
长安通向四面八方的驿路，入川驿路独
举骆谷，“自长安至于周至，其驿十有
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

“安史之乱”后，皇帝、官员为求便
捷，多取傥骆道往返于长安、汉中之
间。很多诗人如白居易、岑参都在这条

路上留下过诗作。说它为唐朝时期的
“国道”亦不为过。

蒸笼场、骡马店、火池坝、牌坊沟、
三官庙、三星桥……如今，从这些傥骆
道上的小地名中，尚能一窥当时傥骆道
的繁华。

终因险峻遭废弃

事实上，傥骆道最早是以军事要道
的面貌在史书上登场。

史料记载，三国时期曹魏正始五年
（公元244年），曹爽率兵伐蜀，西至长
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魏甘
露二年（公元257年），“魏大将军诸葛诞
叛于淮南寿春，蜀将姜维乘虚兵向秦
川，率兵数万人出骆谷”。到了三国末
期，魏将钟会统十万余众，分道从斜谷、
骆谷出兵灭蜀。

“但傥骆道险峻，物资运输存在困
难，行军打仗补给很容易跟不上。”对于
傥骆道，李勇先教授认为还是以和平时
代通行往来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关中与汉中
分属两个割据政权，傥骆道逐渐荒塞不
通。从隋朝开始，傥骆道又被开通，并
置“关官”，直至唐朝时期，傥骆道迎来
自己高光时刻。

然而高光并未维持多久，唐朝以
后，傥骆道因路况太差，检修难度大，逐
渐成为乡野小道。到了宋代，傥骆道便
用得比较少了。

“傥骆道路途异常艰险，历史上使
用时间很短。”陈洪说。

傥骆道为何如此险峻？要想知道
更多原因，还需要前往秦岭寻找答案。

将视线拔高，俯瞰秦岭，傥骆道正
位于褒斜道与子午道中间。这是由多
条谷道组成的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
其中一段，比起其他道来最为接近秦岭
主峰、海拔3771.2米的太白山。

倘若要走完傥骆道，须翻越西骆谷
水与黑水之间的十八盘岭、黑水与湑水
之间的秦岭主脊、湑水与酉水之间的兴
隆岭、酉水与傥水之间的牛岭和贯岭梁
等四五座大山岭。而这些山岭，大多数
海拔都超过2000米。

连绵起伏的高耸山脉造就傥骆道
优美的风光，也造就傥骆道险峻的地
势、复杂的气候。

“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飞雪
缩马毛，烈风擘我肤。”曾游历蜀道的唐
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便在《酬成少尹
骆谷行见呈》中向后人描述出当时行走
傥骆道的景象与感受。

如今化作航线“上青天”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唐代以后随着
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傥骆道不复人来人
往的景象。在后世记载中，我们看到陆
游曾在《怀南郑旧游》中写下“千艘粟漕
鱼关北，一点烽传骆谷东”之句。而再
往后，只留下《汉中府志》记：“洋县之
北，林深谷邃，蟠亘千里，为梁、雍第一
奥阻。”

在秦岭深处佛坪厅故城，群山环绕
之间，人们尚能找到隐藏在山林之间废
弃的一小段道路。

如今，北方的四条蜀道，陈仓道大
部分被铁路和现代公路承袭，成为西北
公路网的先驱，以全新的面貌继续连通
着汉中盆地与外界的交流；沿着褒斜道
修建的姜眉公路，连接了宝鸡眉县和汉
中留坝姜窝子，全长150多公里，是翻
越秦岭弯道最少、坡度最小的一条公
路；G210国道更是通过秦岭子午道，将
沙漠与海洋连通。

唯有傥骆道，依旧隐于秦岭的崇山
峻岭之中，原始风貌千年未变。历史为
这条道路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正因
此，傥骆道成为徒步爱好者徒步旅游、
寻幽探险的首选。

难道，傥骆道真的就这样消失在历
史长河中了吗？

视线再次拔高，从卫星图上看，傥
骆道还在，它已经从一条步道变为了一
条航线，西安飞往汉中的飞机航线正是
沿着傥骆道飞行的。

千年前，唐代诗人李白一句“蜀道
难，难于上青天”道尽蜀道艰险。千年
后，傥骆道却能接轨现代超级蜀道，化
身航线“飞上青天”。

蜀道，就在这千年之间，完成时代
的转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
雯 伍勇刘彦君 周琴 陕西摄影报道

如今傥骆道大部分已经隐入秦岭的山林之间。

行走于山
岭之间的傥骆
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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傥骆道：“一条蜀道上青天”

12月 12日，蜀道研究院在成都揭
牌。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
神，特别是在翠云廊考察时提出的重
要要求，我省高标准建设蜀道研究
院，推动蜀道系统性保护和系统性宣
传，切实担负蜀道研究传承历史使命，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贡献。

蜀道研究院以西华师范大学为建设
主体，联合陕甘渝等蜀道沿线省（市）高
校及研究机构，联动省内成都、广元、南
充等8市，聘请国内外文史考古研究一
流专家组成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
为蜀道研究提供智力支持。以揭牌为契
机，我省将按照“省校共建、校院联动、市
企参与、开放合作”思路，构建蜀道研究
院、蜀道研究会、《蜀道研究》、省级院企

合作平台“一院、一会、一刊、一平台”，加
强蜀道保护研究利用，在中宣部、国家文
物局等部门和各省（市）支持下，把蜀道
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蜀道研究传承平台，让千年古蜀道焕发
时代光彩。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
今，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孙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王仁湘等

专家围绕蜀道价值、研究现状与未来等主
题发言。蜀道研究院向咨询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代表颁发聘书，发布2023年度开
放式课题项目。西华师范大学与4家省
属文化企业签约，共建出版交流中心、传
承创新中心、普及传播中心，中央驻川媒
体会同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将系
统全面推动蜀道宣传，助力打造蜀道研究
新高地。 据川观新闻

蜀道研究院在成都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