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古代西南的交通大动脉，
蜀道串联起古代中国首都与地方中心城
市，蜀道的多条路线和复线、支线编织的
交通网状结构，在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
要的作用。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古蜀
道大多已经被优化、更新，或者取代。但
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穿越时间抵达今
天。关于蜀道，存在哪些认识误区，还有
那些未知之谜，都是研究蜀道的学者正
深入思考、梳理的重要课题。

7月22日下午，担任蜀道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
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
成都阿来书房带来名人大讲堂“蜀道文
化季”第四场讲座，题为《蜀道的三重意
义——以蜀道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中
心》。讲座中，孙华教授阐述了“蜀道”概
念的广狭两义、蜀道的多重功能和意
义。他特别强调，蜀道与“茶马古道”还
有着深度但容易被忽略的功能联系，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茶马古道最重要的主
干道就是利用古蜀道。

“古代国道”
国家治权向西南延伸的交通路网

研究蜀道，首先须明确一下这个概
念。广义的蜀道泛指蜀地区域内的交通
要道。人们通常所说的“蜀道”，是指狭
义上的蜀道，即“秦蜀古道”。秦蜀古道
是由多条主线、副线和支线构成的路网，
涉及陕西、四川、甘肃、重庆三省一市，是
中国现存保存相对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
古代国家路网遗存。这个路网遗存在不
同的时代，还会有变动，因为古人会根据
具体情况对道路进行调整和优化。

孙华教授提醒，古人修路不光是考
虑路线最近，而是要综合考虑诸多因素，
比如人身安全、补给方便等等。这也是
为什么蜀道之“嘉陵道”尽管有些绕道，
但却一直都是蜀道最重要路段的原因。

“古人修路多沿大江大河。嘉陵江大嘛，
河谷宽阔，沿途城镇多。人多，行路就比
较安全，而且容易获得补给。”孙华说。

除了草原骑马民族建立的国家外，
任何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其
统治中心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
都必须依靠建设各级城市和联系城市的
交通线来维系。孙华教授认为，蜀道对
于古代中国的意义，首先就是古代的“国
道”。它是穿越了秦岭和巴山山脉，经历
了多种复杂地形地貌的古代国家道路体
系，是古代中国中心地区沟通西南地区
的主要干道，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维
持幅员辽阔、多族群国家的纽带之一。
蜀道串联起了古代中国的国家首都（咸
阳/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地方中心城

市（成都）和地方城市，形成了中国西南
的交通大动脉。“古代国家就是沿着这条
主干道及其分出的次干道以及乡镇道
路，实现对四川以及西南广大区域的治
理。首都、地方中心城市、地方城市和基
层村镇，都是由交通线联络起来才构成
一个金字塔型的系统，国家政令就是沿
着这些交通线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其价
值甚至高于丝绸之路之类的国际道路。”
孙华教授说。

商贸要道
蜀道是“茶马古道”最重要主干道

在近当代，一些以典型运输物资命
名的古代交通路线深入人心，影响深
广。比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等。

“很多人一想到茶马古道，就会只想
到云南，想到普洱茶，其实茶马古道跟四
川、蜀道的关系更加紧密。”孙华教授说。

在他看来，蜀道既是国内古代中央
政府控制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路，同

时担负着古代国家内地与边区、农区与
牧区之间的以茶换马的运输功能。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茶马古道的最重要的主
干道就是利用古蜀道，主要是金牛道和
嘉陵道南段，外加嘉陵江水路（包括支流
白龙江、白水河）和汉水水路。

从孙华教授的研究分析中，狭义的
茶马古道是指近古时期的中国，主要是
宋明两代，当时的国家基于“茶马互市”
的国家战略所开展的以茶换马行为所利
用的道路及相关设施的统称。根据现有
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宋明王朝实施以茶
换马政策，主要用茶叶向西部高原牧区
的族群交换马匹。茶马互市的茶叶集中
场所和马匹集中场所既然相对明确，那
么，严格意义的茶马古道当然就是连接
这两类场所之间的道路，以及马匹集中
运输到指定集散场所的路线，包括陆路
和水路。

通过对茶马古道历史的回顾，孙华
教授认为，历史上的狭义茶马古道共有
三条：蜀道及其支线、川康古道、滇桂古

道。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也
最为重要的就是秦蜀蜀道。

国际通道
蜀道是“南亚廊道”最早开通路段

在“古代国道”“茶马古道”之外，孙
华教授还提到蜀道的第三重意义：“丝绸
之路南亚廊道”。他说，这是近年英国伦
敦大学一位教授提出的新概念。按照这
位教授的观点，大量极为重要的穿越喜
马拉雅山的线路连接了中国西部（云南、
四川、西藏和新疆）与南亚和中亚，是该
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古代国际
交通路网包括了四条核心路线，即青藏
高原经尼泊尔至恒河平原之路、塔克拉
玛干沙漠南部至印度之路、包括茶马古
道在内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通往中亚
西北边境的道路网路。“南亚廊道”东线
中国境内路段分为北、中、南三段：北段
也就是陕西西安至四川成都的“川陕驿
道”即“蜀道”，这条道路早在秦灭巴蜀
之前就已经开通，并形成了翻越秦岭的

“北栈”路网和穿越巴山的“南栈”路
网。也就是说，蜀道实际上是中外国际
道路“南亚廊道”的组成部分，是最早开
通的路段。

他指出，“蜀道在刚刚开通的时候，
它只是国内政治、军事和商贸的官道。
后来向边远地区延伸，当越过古代国家
的边境与南亚和东南亚古国的国内道路
连接起来的时候，它就从国内官道变成
了国际交通要道。国内学术界一直在探
讨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国际
上有学者提出的‘丝绸之路南亚廊道’，
实际上也包括了古蜀道。”

蜀道究竟形成于何时呢？
孙华教授分析，在出入四川盆地的

古代道路系统中，陈仓道-金牛道是开通
时间仅次于三峡道的古道。根据历史文
献记载，该道至迟在战国早期以前就已
开通，很可能先于其他秦蜀古道。“蜀道
的主要路线既然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开
辟，将蜀道的开辟年代最晚推定在战国
时期，是比较稳妥的。”

对此，孙华特别提醒，“有学者在论
及某某古道的开辟年代时，往往根据某
些考古材料，推测某些古道早在旧石器
或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通。这种认识是
不正确的。修路工程，尤其是在山区修
建道路，工程量浩大，即便在强大的秦汉
王朝时期，并且汉朝官员已进入过夜郎
腹地招抚夜郎、滇王等，但其后开辟四川
通往贵州的夜郎道，仍然多年不成，引起
四川民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孙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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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国道、“茶马古道”再到南亚廊道
北大教授孙华阐释蜀道“三重意义”

7月22日，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
第四讲在成都阿来书房开讲。讲座正式
开始前的“名人大讲堂·名家会客厅”环节
中，孙华教授分享了自己少时行走蜀道，
给以后从事考古研究带来的影响。

孙华的母亲在广元剑阁教书，1958
年，刚出生不久的他被母亲带到了剑
阁。但那时他太小，对蜀道的印象很模
糊。而让他真正建立深刻印象的是高中

时期，他曾随四川陶瓷史编写组去广元
做过考古调查。一行人从成都出发，沿
川陕公路前行，经过翠云廊，参观了剑阁
柏，到剑门关、广元窑窑址等地。虽然那
段考古调查时间不长，且距离现在已过
去多年，但孙华教授现场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脸上的笑容依然生动。

做考古调研和文物调查，田野调查是
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现在正值暑假，不
少孩子正利用这个假期“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如何能让孩子们在这段时光里有

更大收获？孙华教授建议，行走的速度不
妨慢一些：“古人说行走和读书是关联在
一起的，我们现在比古人交通方便多了，
但是现在走得太快了，有时候我们真要把
速度降下来，通过慢慢地走，去领略祖国
的历史和文化、大好河山。”

此外，提前搜集资料做好准备很重
要。“古人出门旅行的时候，无论去游玩
或是赶考、经商、务工，他们都会很珍惜
这个经历，一般走之前都会收集沿途的
资料。”对即将到达的地方有了一定了

解，真正到了那个地方时，“这可以唤起
他们的联想，加深他们的印象，我想这是
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否则走过就走过
了。”孙华说。

孙华教授也以自己的学生举例：“有
一些在德国、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出去旅
行的时候功课都做得好，每人都是带着
一大本准备好的资料，去他们要去的地
方，我想他们的收获一定比不做准备的
要多得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琴

名家会客厅·对谈

7月22日，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
成都阿来书房带来名人
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
四场讲座，题为《蜀道的
三重意义——以蜀道与
茶马古道关系为中心》。

摄影 雷远东

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第四讲

暑假里如何“行万里路”？
孙华：提前搜集资料“慢慢地走”

孙华教授详解蜀道的“三
重意义”。 摄影 雷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