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古蜀道上，踩着光影斑驳的
青石板，陈洋时而驻足，时而望着耸入云
霄、姿态万千的古柏，时而又举起相机。

今年62岁的陈洋，行走、研究、拍摄
古蜀道，一晃就是36年。“走蜀道已成为
我的一种生活，一两个月不去古道上走
走，就觉得浑身不自在。”陈洋说，“七八
年前，华西都市报就开始关注、宣传、推
广古蜀道，从那时起，我与华西都市报也
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2016年，陈洋在广元发起一个“走
蜀道，助申遗”的文化线路寻访活动，希
望通过更多的人来徒步古蜀道，助力古
蜀道申报世界遗产。这项活动从开展
至今，至少有上万人参加了徒步古蜀道
活动。陈洋清晰地记得，2016年 9月，
连续四天，华西都市报每天一个整版报
道古蜀道，其中有两个整版报道了他走
蜀道的故事。

“‘山人’什么也没做，就得到华西
都市报19日、20日连续两天的整版表
扬，真是惭愧。看来，走蜀道·助申遗这
活儿还得继续！”2016年9月20日早上
8点多，陈洋发了这样一个朋友圈。至
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报纸。“一直没有
机会对华西都市报说声谢谢，今天补
上！”陈洋说。

乐此不疲
30多年宣传推介古蜀道

“年轻时对蜀道的认识，基于李白
的那首《蜀道难》的诗。”陈洋说，当时也
不知道“诗仙”笔下的古蜀道是否还真
实存在。

1988年，25岁的陈洋从绵阳调到广
元从事文化工作，当他第一次走在古蜀
道上，惊讶地看到，古蜀道还完完整整地
保存着，古道两旁还有上万株古柏。“那
时年轻，认识也有限，只觉得古蜀道很
美，就爱去古道上走走，拍拍照片。”陈洋
说，后来随着知识面扩大、认识提高，他
才意识到，这是一条历史最悠久、文化最
灿烂、生态最优美、保存最完整、线路遗
址最长的古代交通道路遗存。

于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

宣传古蜀道，并呼吁各级政府、社会各界
以及当地的原住民对古蜀道进行保护。

“过去主要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
章或图片来宣传古蜀道，发表的机会不
是很多，读者也受限。”陈洋说，随着短视
频的兴起，如今，他开通了短视频账号，
通过拍摄短视频的方式，宣传推广蜀道。

“很多网友看了我的短视频，前来徒
步古蜀道，感受其历史和文化。”陈洋说，
他拍摄的一条短视频曾收获了800多万
人浏览、17万人点赞，吸引了不少外地游
客慕名而来。

结识友人

相约走蜀道“一直走到100岁”

最让陈洋难忘的是2001年，一位叫
贾和普的美国女士找到他，让他带她去
走古蜀道。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后来这

个外国老太太一走就走了24年，像候鸟
一样，每年都会来走一遍。

“后来，贾和普还带着她的朋友、同
学，甚至她的家人都来走。”陈洋介绍，贾
和普还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介绍行走古蜀
道的书，名叫《剑门古蜀道行走记》，这本
书于2024年10月11日在天府书展上举
行了中文版的首发式。

不久前，贾和普又给陈洋发来了电
子邮件，约他今年春天一起徒步古蜀
道。“贾和普对我说，希望每年来走一次
古蜀道，一直走到100岁。”

“一个外国人都这么热爱古蜀道，作
为一个中国人，应更加热爱。”陈洋说，这
两年，知道古蜀道的人多了起来，来徒步
的人也多了起来。

现在，陈洋基本上每两三个月就要
走一次古蜀道全程。一百多公里，要走
一周到十天左右。他在古蜀道上拍照
片、拍视频，有时还要用直播的方式与好

友分享一下走古蜀道的心得。
今年，陈洋走古蜀道时，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300多位网友，先后前来与他
一起徒步古蜀道。他不仅给网友们当向
导，免费讲解蜀道知识，还给他们提供线
上咨询，为他们制定徒步古蜀道的计划
和方案、提供线路等等。

最大心愿
希望更多人保护与传承

常年在古蜀道上走，陈洋给自己取
名“蜀道山人”，“人在山林中，融入大自
然”之意。

“在这条古道上走了30多年，每一
次走觉得都不一样，都会发现它不一样
的美，可以说是百走不厌。”陈洋说，在宁
静沧桑的古道上行走，那些灿烂的文化
和震撼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有时，一
个人坐在古树下，一坐就是一天，舍不得
离开。

令陈洋欣慰的是，过去古蜀道上荒
草丛生，如今，政府对古蜀道进行了保护
性的整治和维修，不仅在古蜀道的入口
和沿途岔路口设立了路标和指示牌，还
对古柏、古道实施全方位的保护。

“随着对古蜀道、古柏树的宣传和保
护，我相信这条古蜀道迟早会成为世界
遗产，也会成为世界旅行的热门目的
地。”陈洋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更
多人了解蜀道，更多人爱它、保护它，把
这条伟大的路完美、完整地传于后人。

“谢谢华西都市报对蜀道的关注宣
传和推广，给华西都市报点个赞。”陈洋
说，作为华西都市报的老读者，他见证了
华西都市报在报界创下的辉煌业绩。30
年前，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卖华西都市报，
可谓爆火，风光无限。

“作为同行业的引领者、标杆性的
报纸，华西都市报为新闻文化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在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
年之际，陈洋说，希望华西都市报推陈
出新，积极融入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用更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和方式再创
辉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彦谷

陈洋向外国友人介绍古蜀道。受访者供图

研究拍摄蜀道36年，“蜀道山人”陈洋：

一条古蜀道 连接起我与华西都市报的缘分

1月8日，南充市顺庆区西河畔，腊
梅花飘香。89岁的川北大木偶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李泗元早起晨练后，刚回到家
中就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华西都市
报创刊30周年“拾光礼盒”。打开礼盒，
看到华西都市报创刊30周年的纪念特
刊，李泗元直呼“真是太有意义了”。

“从大巴山里的仪陇县城，到韩国平
昌冬奥会闭幕式；从大木偶上春晚，到五
代同堂的非遗传承……川北大木偶从县
城走向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与华
西都市报共舞。”

坐在客厅里，李泗元感慨川北大木
偶的发展之路，也回忆起和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的点滴往事。

川北大木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舞
台表演木偶，也是世界唯一的大木偶艺
术，2006年6月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木偶
艺术”“中国民间艺术的冠冕”，迄今已有
300余年历史。川北大木偶不光体型

大，外观上也更趋近真人，眼、眉、口、头、
耳、鼻、手、腰以及关节均可活动。表演
时能取物握物，更有变脸、吐火、书艺、秀

长绸等绝活，其制作精巧程度和艺术表
演形态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1936年，李泗元出生在南充市仪陇
县，祖辈几代人都从事木偶戏表演。

“出生不久，就跟着戏班子到处跑，
是听着川剧、看着木偶戏长大的。”李泗
元告诉记者，他8岁学艺，12岁登台，见
证了川北大木偶“福祥班”从家传草根戏
走向世界。

李泗元上一次登台，是在2024年木
偶艺术培训交流会上，大型音舞诗画木
偶剧《天下有偶》演出。在“天下有情”表
演篇章，李泗元带着老中青少几代演员
登台，引来国内外“木偶人”掌声不断。

舞台上，89岁的他可以操控大木偶
进行各种表演。舞台外，他坚守着一个
百年“传承梦”。

“川北大木偶原本是在仪陇县城，
1984年排《玉莲花》时，搬到南充城里。
1987年开始走出国门表演，从仪陇农家小
院走向世界。”李泗元说，他是川北大木偶

第四代传承人，现在已经有第八代传人了。
这些年，川北大木偶有过很多“高光

时刻”。从2018年亮相韩国平昌冬奥会
闭幕式“北京八分钟”，到参演2021年春
晚“牛气冲天”节目，再到2023年在成都
大运会闭幕式上表演川剧变脸绝活，川
北大木偶每次亮相都给人们带来独特的
审美享受。

“这些重要的时刻，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都采访报道、见证记录，讲述木偶
艺术的厚重历史、时代特点。”李泗元感
慨，华西都市报是川北大木偶的老朋友，
也是他和几代大木偶传承人的好朋友。

翻阅记者送上的华西都市报创刊30
周年“拾光礼盒”，李泗元也送上祝福：

“衷心地祝华西都市报30周年生日快
乐。三十而立，‘封’芒永驻。”说完，他还
哼唱起川剧名段《空城计》，祝福华西都
市报书写更多精彩的风云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摄影报道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泗元：

从县城到世界，川北大木偶和华西都市报“共舞”

李泗元点赞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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