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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道观天下
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将历史的地图放大，视野拉向高处
——在古代东方，数条蜀道穿越秦岭巴
山，连接长江黄河。几条南北纵线在视
觉的维度上或许并不起眼，但它却将对
华夏历史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大影响，深
深刻在了历史版图上。

6月19日上午，名人大讲堂“蜀道文
化季”的第二讲，在四川广元开讲。漫漫
蜀道，雄关广元是其重要的一站。登上
讲坛的，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
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王子今。他以《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
意义》为题，从四个方面为现场及线上观
众带来一场视野宏大的蜀道课堂。

蜀道连接黄河与长江文明
是世界交通史上的特例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华文明是
唯一一个得到延续、没有中断的文明。
对比其他文明古国，为何独有中国如
此？在正式进入主题前，王子今教授首
先引用了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
民的一个观点：与其他世界古代文明体
系的主要河流大多为南北流向不同，中
国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为东西流向。这
一点对中国强盛农业的形成大有影响。

在此基础上，王子今将此观点引用
至对蜀道的研究，他认为，作为连通黄河
文明与长江文明的蜀道，在世界交通史
上成为一个特例。

“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横亘着秦岭，这
种严峻的交通阻隔，是其他文明所没有
的。而中国的先民们，在很早之前就通
过蜀道克服了这个障碍，这是我国劳动
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交通史上的特
例。”王子今说。

紧接着，王子今从旧石器时代谈起，
阐述数千年前的中国先民对蜀道的开
拓。在新石器时代，秦岭南北的重要遗

址已经表现出共同的文化面貌，证明当
时的人们已经能穿越秦岭进行文化传
播。周原甲骨有“蜀”文字，可见商周时
期蜀道已有早期开通的痕迹。至春秋战
国时期，秦蜀南北联系已经非常密集，在
《史记》《华阳国志》中都有大量记载。

两个“天府”的沟通
影响东方乃至世界史的走向

今天，我们以“天府”形容富饶的成
都平原。事实上，“天府”最早是对关中
地区的形容。何以今日之“天府”会来到
成都，这也与蜀道沟通秦蜀，再至秦并蜀
地大有渊源。

王子今提到，秦通过蜀道，完成了对
蜀地的占有。彼时，秦国虽然尚未征服
东方文化基础深厚的地区，但国力已远
远超越其他六个强国，成为版图面积最
大的国度。秦国领土南北纵跨纬度超过
12度，这是战国七雄中其他国家无一能
够相比的。

蜀道的作用得以显现。秦汉帝国的

崛起，影响了东方史的方向，也影响了世
界史的格局。而蜀道对于这一具有世界
意义的历史变化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天府”后来被用以形容蜀地，也可
以说明秦地与蜀地关系的进一步密切。
王子今认为，蜀道使得关中平原和四川
这两处公认最早的“天府”相互连接，形
成了中国西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文化
优势和经济强势。直到江南得到开发以
后，以所谓“扬一益二”为标志，显示出四
川富足实力外在影响的长久。而这种影
响，正是通过蜀道实现的。

蜀道成就“大关中”
这里曾是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王子今进一步提到，两处“天府”宝
地通过蜀道强强联合，一条道路的高效
利用，使得中国西部连通为一个实力雄
厚的整体，这就是秦汉“大关中”地区，也
即司马迁提到的“山西”。

这个区域，是当时东方世界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这一情形，直到王

莽“分州正域”，规划“东都”，方才改变。
由此可见，蜀道在世界交通、政治、

经济等领域对全球文明史产生的重大影
响。

除了蜀道，还有一条道路闻名中外，
那就是丝绸之路。一般认为，蜀道和丝
绸之路相距甚远，没有太多关系。但王
子今认为，蜀道在不同方向上的进一步
延伸，连接丝绸之路，打开了新的国际通
道。

例如，在《史记》中有汉武帝开拓西
南夷的明确记载，今天有学者将这一条
道路称为西南丝绸之路。东汉时期，国
外的使者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
再北上拜见东汉皇帝，正是通过西南丝
绸之路和蜀道共同完成的。王子今认
为，西南丝绸之路是蜀道的进一步延伸，
打开了国际通道，让文化之间得以高效
沟通。

又如蜀蒟酱流传到广东，沟通南海
丝绸之路的故事。《史记·西南夷列传》
载，汉朝使臣唐蒙在广东地区品尝到一
种好吃的酱料蒟酱，其后得知蒟酱只有
蜀地能产，这种酱料通过贵州经水路到
达广东。唐蒙便将此消息上报皇帝，希
望以汉朝的强盛、巴蜀的富饶，通过交通
道路，实现对广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蜀
道、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得以
广泛联系，形成沟通。

再如最为人熟知的陆上丝绸之路也
与蜀道联系紧密。王子今提到，敦煌入
蜀道路也可以看作西北丝绸之路的支
线。在许多出土文献中能发现，西北的
驴与四川的蜀锦、布匹通过出入蜀地的
道路互通有无。

王子今总结道，蜀道研究因而也是
丝绸之路史研究不宜忽视的学术主题。
通过以上四个视角，说明蜀道对于世界
文明史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摄影雷远东

蜀道研究为何重要？听王子今教授解答

四川广元，素有“川北门户、蜀道咽
喉”之称，赫赫有名的剑门关便在此。在
仲夏时节，一场关于蜀道的时空漫谈，便
在此处上演。6月19日，名人大讲堂“蜀
道文化季”第二讲在广元开启。中国秦
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今带来题为
《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的精彩讲
座。

就在讲座正式开启前，2024名人大
讲堂推出了全新版块“名家会客厅”，以
主持人与王子今教授的对谈作为讲座的

“导讲”。在这一环节中，就谈到了王子
今教授此前出版发布的不少关于蜀道的
学术著作，和封面新闻推出的“蜀道文化
季”书单。

2024年，名人大讲堂全新启程，正
式推出“蜀道文化季”，并为广大读者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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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由刘庆柱、王子今主编的《中国蜀
道》，也出现在了书单中。这是一套大型
人文地理学术著作，全书分为7卷，共10

册，从交通线路、历史沿革、人文地理、文
化遗存、建筑艺术、艺文撷英、科学认知
等方面分别对蜀道的历史载体和文化影
响进行考察和说明。

“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第一
部多概念的对蜀道进行全面认识说明
的书籍。其中，我自己写的一册叫《中
国蜀道·历史沿革》，里面有和蜀道相
关的一些古代诗文记录，有关于蜀道
栈道的考古调查等等，内容是比较丰
满、比较充实的。”在“导讲”中，王子今
教授还谈到了多年前发布的一篇论
文，题为《蜀道文化线路的历史学认
知》，内容是对蜀道历史文化的解读和
说明。

如今，蜀道研究愈发火热，蜀道研
究院于2023年在成都揭牌，王子今教
授也出任咨询与学术委员会专家。现
场，他谈到了蜀道研究的重要意义。“对
于了解和蜀道相连通的几个在中国历
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地区——陕西、四
川、甘肃的历史文化，都有非常显著的
意义。另外，蜀道研究对了解我们的民
族、文化，文明的发展进程，也是非常重
要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摄影雷远东

6月19日，王子今教授在广元开讲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二讲。

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二讲

名家会客厅·对谈

“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世界交通史上，它是一个有鲜明个性、鲜明特色的历史存在，它不
是一般的一条道路，而是特别重要……”

王子今教授做客名家会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