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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开启“蜀道文化季”
蜀道故事知多少？韩茂莉教授今日开讲

有人的地方便有路，有路的地方定
会有故事。古蜀道之上，是历史与文化；
而如今的蜀道之上，是世人开拓的勇气
和智慧。

2024年，名人大讲堂全新启程，正式
推出“蜀道文化季”，邀请专家学者聚焦
蜀道价值、蜀道考古、蜀道保护、蜀道与
古代交通发展等内容，探寻蕴含丰富人
文和自然价值的独特道路，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文化。

5月31日14:00，北京大学城市与环
境学院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主
任韩茂莉将展开“蜀道文化季”首讲，以
《蜀道春与秋，岷江朝夕流》为题，带领观
众走进蜀道的故事。

“蜀道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
部分。蜀道上发生的事件，既有谋略，
也有故事，其中充满了人类的智慧。”5
月30日，韩茂莉教授提前对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透露，在本次讲座
中，她将讲述与蜀道相关的、重要的人
物和事件。

秦岭与巴山的阻隔，是造成蜀道难
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成都平原的富
庶，吸引着盆地外的人入川，也推动着
蜀人走出去。诸葛亮六出祁山、张飞夜
战马超、姜维抵御数十万魏军、邓艾奇
袭阴平道等故事，均与蜀道有着紧密的
联系。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李白的“万国烟花随玉

辇，西来添作锦江春”等，也都是对蜀道
的描写。

这些故事为何偏与蜀道有关？蜀道
有怎样的魅力，一再吸引文人墨客去描
摹、刻画？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与
蜀道有着直接的关系？韩茂莉教授将从
蜀道的形成原因、地理范围和特点，及其
对于蜀地和关中地区的重要性等多个角
度，进行分析与解读。

本期讲座将通过封面新闻APP、封
面新闻微博客户端等多个平台进行现
场直播。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亦可通
过网络，与韩茂莉教授一起领略蜀道的
魅力。

名人大讲堂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
办。讲座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大众、深
入人心的知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普及传承的品牌活动，并努力
探索构建符合当前时代需求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自2022年开始，名
人大讲堂首次设置“主题季”，分门别类
地围绕四川历史名人和传统文化优势资
源，邀请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生动
阐释蕴含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及当代价值，鲜活展示中华文化巴蜀因
子的独特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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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

作者：罗常培 著 俞国林 整理
版本：中华书局2020年5月
推荐理由：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

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
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
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
蜀学术文化考察，“三个多月困难的旅
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
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
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中途“研究了学
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
友”。罗常培将这一路的经历写成了具
有日记性质的游记——《蜀道难》，是对
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
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真实记录。梅贻
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此行，本来都写
有日记，今唯有梅贻琦的日记保存下来；
而作为此行财务总管的郑天挺，也留下
来一份账目清单，详细记录了那个时代
的交通、住宿、餐饮、听戏等物价。三人
资料对读，展现出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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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保护”

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单霁翔
版本：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
推荐理由：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

篇以国际文化遗产的发展与演变，结合
国际文物保护的规章制度，讲述我国文
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与实践，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诠释了文化遗产保
护的发展辩证思考，下篇则从古代城市
遗址的整体保护、研究，阐述老字号如
何保护与发展等。作者从自身经验出
发，提出的问题和见解，对于当代“文化
遗产保护”有很强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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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蜀道》（7卷10册）
作者：刘庆柱 王子今

版本：三秦出版社2015年12月
推荐理由：《中国蜀道》是一套全方

位、多角度、多学科介绍中国蜀道的大型
人文地理学术著作，全面介绍了蜀道的
历史沿革、人文地理、文化遗存及相关的
诗词歌赋、书画艺术，涵盖考古学、历史
地理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
容。在撰写过程中，整合了蜀道沿线各
大城市的文物及科研单位的学者和专家
资源，使本项目成为国内外该领域研究
的代表性著作。这套学术著作的出版，
不仅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填补了学
术空白，同时，将促进蜀道的深度开发，为
提升蜀道的文化内涵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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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三国史研究》

作者：孙启祥
版本：巴蜀书社2017年6月
推荐理由：《蜀道三国史研究》是孙

启祥先生从事蜀道和三国史研究20多
年，先后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多篇
论文结集出版的学术研究专著。全书
为16开本，45万字，共收录蜀道和三国
史专题论文31篇，其中褒斜道考、唐宋
褒斜道和明清连云道、论故道、金牛道
的演变等文章，对褒斜道、故道、金牛道
之起源、路线变迁、重大事件、地名考释
等方面进行了缜密论述；“回车道”为子
虚乌有，麋芳、士仁为谁所诱，五斗米道
创始于张修论，街亭究竟在哪里，汉王
刘邦“火烧栈道”疑义种种，蜀道与唐代
皇帝的出奔等文章，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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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中国》

作者：韩茂莉
版本：文汇出版社2023年4月
推荐理由：本书二十六个专题，以

时间为纵轴、地理空间为横轴，涵盖中国
历史地理的核心问题。掌握这些知识
点，才能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节点、走
向和结果，掌握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动力
与脉络。该书是北大博雅教授、国家精
品课主讲人韩茂莉40年研究梳理的成

果，每个专题都让你对脚下的土地有新
认识、新发现。打破学科边界，融合多领
域知识，建立看世界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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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历史文化地理》
作者：蓝勇
版本：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推荐理由：本书内容包括历史人种

和民族源流地理、考古学意义下的西南
文化地理、历史时期西南汉族移民与文
化氛围的嬗变、历史时期西南信仰地理
等。此书为历史文化地理的深入研究提
供了思路和范本。内容涉及的论题十分
广阔，被许多学者强烈推荐。今天我们
翻阅书籍，依然能找到可以继续深入研
究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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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蜀文化》

作者：徐中舒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推荐理由：本书对秦统一前巴蜀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历史问题
进行了考证和研究，可以为研究和学习
蜀道提供强有力的背景材料。徐中舒
先生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
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
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
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
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
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
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
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
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
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
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
求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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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交通图考》

作者：严耕望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
推荐理由：本书为严耕望先生史学

著作的代表作，颇受国内外史学界的推
崇。本书考订唐代的交通地理沿革，以
区域分卷，按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
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
河南淮南区分为6卷，以路线为篇，考论
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
势、道里远近，并及古迹诗篇，引证史料
繁富，考订详核，每篇考论结果，皆绘制
地图，颇便读者了解和应用。其中严耕
望对蜀道文献的运用及其见解，治史方
法的思考，可为当代读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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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秦蜀古道考述》

作者：郭荣章
版本：文物出版社2018年2月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从考古和历史

研究角度，对秦蜀古道做整体性探究的
学术著作。作者通过实地勘查，厘清了
几条秦蜀古道的走向和变迁，纠正了唐
宋以来学人的若干误解，对石门汉魏摩
崖书法艺术也有充分发挥。本书对早
期实地调查和爬梳史籍的有关资料予
以梳理，是对秦蜀古道的整体性探索。
书中涉及几乎所有秦蜀古道，甚至小道
的地理地貌、朝代沿革、建筑形制、军事
战争、历史典故、文人轶事、书法艺术甚
至古树奇石、民俗风情等，呈现了早期
古道风貌及其历史遗存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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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天下》

作者：元夫
版本：成都时代出版社2022年6月
推荐理由：四川广元作家元夫踏上

蜀道，用5年时间拜访、寻觅、踏勘蜀道
的足迹，进行了艰苦的、卓有成效的田
野考察，历经10个地级市、60余区县，行
程2万余公里，集结40万字《蜀道天
下》。其突出的优点，在于作者的“在场
感”和“亲历性”，采用了一种文史互证
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在场的、及物的散
文书写。被誉为新时代四川作家中第
一部完整讲述出来的“蜀道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为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抛砖引玉

一份书单“走完”蜀道
蜀道，是进出四川的道路。由于地理原因，层峦叠嶂

的山脉把四川盆地团团围住。“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
梯石栈相钩连。”一条条凝结着先人非凡智慧与勇气的蜀
道，突破群山和高原形成的自然屏障，就像一条坚韧的
线，传承着古蜀人民沟通往来、交汇文明的史诗。

在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首讲开启之前，我们为
广大读者准备了一份“蜀道文化季”书单，涵盖历史地理、
文化遗产、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有可供深入研究的文史
材料，也有闲暇泛读的通识读物。凡此十种，抛砖引玉，
欢迎大家推荐更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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