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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门户、蜀道咽喉”，赫赫有名的
剑门关立于四川广元境内。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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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
元带来题为《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
义》的讲座。

王子今教授从蜀道在世界交通史上
的特殊作用讲起，凸显了蜀道连接黄河
流域文化区与长江流域文化区的重要意
义，同时，蜀道连结了成都平原与关中地
区，为“秦并天下”提供了保障，金牛道、
蜀蒟酱、丝绸之路……随着讲解的深入，
一幅由蜀道串联起来的历史画卷在听众
面前徐徐展开。讲座结束后，四名青年
传习志愿者继续向王子今教授请教。

第一位传习志愿者魏小安关心的是
金牛道。作为蜀道上保存最完整的一条
通道，我们应该如何对它进行保护？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统筹、监督和落
实。”王子今教授提出，蜀道沿途驿站的
发掘资料目前尚处于不甚明确的阶段，

“对于整个蜀道文化信息的发掘、研究和
保护来说，现在还需充实考古力量，进一
步统筹规划，开展相关的发掘工作。”王
子今教授还分享了一段关于驿站考古发
掘的往事：唐代诗人喜欢在驿站墙壁上
作诗，发表感受，而后来的诗人就会在此
处再以诗文进行交流。一位考古前辈对
于唐代交通做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其中
便使用了大量正史和驿站诗文的资料。
但一位青年考古学者对前辈的研究提出
了三个疑问：地图的更新、实地考察的限
制性以及未能利用到考古的最新发现。

“一个青年学子对一个老前辈提出的批
评意见，通过另外的学者传递到了这位
老先生这儿，这位老先生非常诚恳、谦虚

地接受了这位学子的意见，这也是学术
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二位传习志愿者石英比较关注秦
的军事问题。她提问：秦并蜀后，有没有
在蜀地发掘到军事人才，为秦所用呢？

“蜀人作为军事人才被秦使用，我们
目前还没看到明确的历史记录，但蜀地
的兵源一定参与了秦的统一战争。”王子

今教授说。他以古蜀人曾参与周武王伐
纣、历史文献中对秦水军战力的描述也
涉及蜀地为例证进一步阐释。“蜀地的人
口也作为战争力量为秦国大一统事业提
供了重要支持，只是我们没有能够了解
蜀地军事人才的姓名。”

四川和陕西都盛产美食，第三位传习
志愿者任华东关心四川和陕西通过蜀道

交流后，蜀道的美食保留至今的有哪些？
在之前的讲座中，王子今教授提到

了当时通过蜀道流传的佐餐：蒟酱。虽
然蒟酱如今已经不太常见，但王子今教
授介绍了另外一种四川人民都熟知的调
料，“这种调味品今天仍然在使用，就是
豆豉。”除了豆豉，王子今教授分享了蜀
地早期关于酒的信息：新石器时代的一
种陶器，尖底瓶，曾经被认为是汲水用，
但后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学者对陶器
中残留物进行分析后，表示尖底瓶的用
途是酿酒或储酒。“甘青一带的尖底瓶和
川西北的尖底瓶是同样的器物，它们中
间是有一个传播关系的。”这个传播渠道
就是蜀道。

蜀道是连接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的
重要纽带，现在四川和陕西的主要交通
线路中，是否还有和古蜀道重叠的地
方？第四位传习志愿者蒋雪梅提问。

古蜀道的三条重要线路，褒斜道、傥
骆道、子午道如今还在使用的已经不
多。“当时沿着褒斜道并行的公路还在使
用，但不是主干线。”除了褒斜道以外，王
子今教授还介绍了傥骆道，它也是蜀道
中一条重要线路，唐代两位皇帝便是通
过此道入川，“但这条路线北段进入到骆
谷，不是现在通行的重要交通线路。”而
刘邦入川所走的子午道如今虽已不再使
用，但却留下了赫赫有名的“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的故事。

最后，王子今教授介绍了古人选择
道路的逻辑，“古人修路都是非常智慧
的，往往是沿着水道修陆道，水流平缓、
河面开阔的河段，都是沿河修路比较理
想的条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摄影 雷远东

“蜀道是世界文明史与世界交通史
中的特例。我们今天把秦岭、淮河看作
气候分界线，而秦岭横亘于黄河流域和
长江流域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交通
阻隔，这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中国古
人通过早期蜀道克服了交通障碍，这是
非常伟大的历史性创举。 ”

漫漫蜀道，雄关广元是其重要的一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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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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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为题，为
现场及线上观众带来一场视野宏大的蜀
道课堂。

在现场，王子今从世界文明史、交

通史，讲到蜀道与丝绸之路的联系，总
结出蜀道研究因而也是丝绸之路史研
究不宜忽视的学术主题，点明了蜀道
对于世界文明史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
意义。

精彩的讲座让现场观众受益匪浅，
在网络直播过程中也吸引了众多网友参
与。截至发稿前，《蜀道之于世界文明史
有何意义？王子今教授入川开讲｜名人
大讲堂》在封面新闻APP观看量达到

108.3万人次，封面新闻微博、视频号、百
家号、B站等平台观看量7.2万人次，全网
共计观看量115.5万人次。

名人大讲堂自2018年11月举办首
期讲座以来，已成功举办了55场，先后
邀请李敬泽、阿来、郦波、祝勇、莫砺锋、
周裕锴等全国多学科专家学者，围绕20
位四川历史名人及巴蜀特色文化开讲，
全网累计逾8500万人次观看直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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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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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蜀道，雄关广
元是其重要的一站。 6月19日上午，名
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二讲在广元开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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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蜀道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意义》为
题，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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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元市委党校的白少强副教授来到
了现场，作为研究蜀道文化的专家学者，
他对王教授关于蜀道与丝绸之路关系的
讲述深有感触：“我们当前的确需要进行
蜀道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也要选一些

有价值、有意义的重点项目和方向去研
究。”在他看来，“通过这种研究来挖掘文
化资源，使中华儿女坚定文化自信，而如
何把我们的文化资源充分运用好，这是
我们需要思考的。”

“王教授从蜀道的开拓，秦汉‘大关
中’形势的出现、‘秦文化圈’与‘巴蜀滇文
化圈’的交通，以及蜀道在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地位，深刻阐述了蜀道在世界文明史
中的意义，对我们研究蜀道文化有了更多

启发。”旺苍县社科联主席杜琳告诉记者，
旺苍境内的米仓道是蜀道交通网络的重
要组成部分，必须做好米仓道的保护、传
承和利用，系统发掘其历史渊源、文化内
涵和应用价值，助力蜀道文化传承发展。

讲座结束之后，有观众意犹未尽，亲
切地称呼“子老”（学界中人对王子今教
授的尊称），并拉着“子老”探讨，李白到
底有没有去过蜀道？蜀道难是想象还是
写实？王教授笑着建议他们翻一下全唐
书。《蜀道天下》作者元夫激动地上前跟
王教授合影留念，谈及聆听讲座的感受，
元夫说：“我觉得他的讲座站位很高，是
放在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更重要的是
王教授所讲的都有理有据，每一个观点
都有考古数据来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一理
摄影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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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保护蜀道最重要是统筹、监督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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