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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古蜀道寻踪队深入阆中高山密林考察竟有意外收获——

多处红军遗骸集中掩埋地见证烽火岁月
日前，一支古蜀道寻踪队深入阆中

高山密林，在利阆（广元利州至南充阆
中）古道沿线考察，意外发现多处掩埋红
军烈士遗骸的集中安葬地，让尘封90年
的记忆重见天日。4月19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从阆中有关部门获悉，
人大代表已提出建议，加强古蜀道旁红
色文化遗迹的保护，让红色记忆在新时
代绽放光芒。

利阆古道发现红色遗迹

历史上，“蜀道”广义上是指遍布于
巴蜀地区的交通路网体系；在一定意义
上，“蜀道”又特指古代长安通往蜀地的
主要道路，从汉中平原往南翻越大巴山
的道路主要有三条：金牛道、东道、米仓
道。其中，东道从阆中到广元利州段，又
称利阆古道，阆中是重要节点。

“我们多次全程考察了利阆古道，发
现多处红军遗骸集中安葬地。”蜀道文化
学者柯敏介绍，早在2013年，他曾前往利
阆古道考察，从当地百姓口中偶然得知，
利阆古道盖元山、双山垭、尖山塘一带，
有多处英烈遗骸掩埋地，当地人称之为
红军坪、红军坑，每处少则数十人，多则
上百人。

红军遗骸为何静卧于荒山野外？去
年以来，南充和阆中有关方面组成的考
察队前后3次深入利阆古道，寻找留存的
红色遗迹。考察队员来自西华师大、阆
中古城景区管理局、阆中市文旅局及所
属文保中心等。

“之”字形古道曾上演阻击战

4月9日，考察队员手持镰刀、拄棍，
在荆棘丛生的古蜀道上艰难前行。他们
披荆斩棘，沿着那些隐约可见的石坎一
步步前行。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跋涉，
考察队抵达了盖元山。

史料记载，当年红四方面军先遣部
队踏着晨露，浩浩荡荡攻入阆中。利阆
古道有着特殊的“之”字形构造，恰似天
然屏障，为部队作战提供了绝佳的隐蔽
条件，同时还能巧妙地设伏御敌。在这
条古道上，红军战士书写了一段段英勇
无畏的战斗传奇。

柯敏介绍，根据记载，1935年3月，
红四方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强渡嘉
陵江西行北上。渡江前，必须清除沿嘉
陵江东岸一线布防的国民党武装力量，
战斗在盖元山、苟家店、尖山塘到五里
子一带打响，红军与川军田颂尧部发生
激烈战斗，双方死伤人数众多……在利
阆古道阆中至苍溪一带，沿嘉陵江有三
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主渡口，分别
是苍溪鸳溪口、塔山湾渡口 (今红军
渡)、阆中涧溪口。在嘉陵江战役中，敌
军苦心经营的江防瞬间土崩瓦解，红军
夺取了苍溪塔山湾渡口和阆中涧溪口
渡口，最终完成了阆中至苍溪一带的渡
江任务。

桑树地里埋着红军遗骸

这段史料极为简略，历经90年的岁
月风雨，红色故事却在当地人口里代代
相传。柯敏调研发现，“红军坑”“红军
坪”的故事，在当地家喻户晓，对老一辈
村民而言，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便是当年
红军在此处与敌军展开惊心动魄的激战
后留下的遗迹。

89岁的任永涛老人说，红军在盖元山
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
双方伤亡惨重。他小时候常在山上放牛
羊，曾见到过一些裸露在地面的人骨。

93岁的杨兴芳奶奶说，当年国民党
军队盘踞在盖元山上，战火连天，硝烟弥
漫。桑树地里，埋葬着许多牺牲红军战
士的遗骸，这一带便被人们称作“红军
坑”。村民杨顺福指着一块油菜地说：

“这整片区域，都是当年掩埋红军遗骸的
地方。”

家住尖山塘、今年63岁的苟大锦说，
他耕种的一块大田常看到白骨，他都会
小心翼翼地一一捡拾起来，然后埋在田
地与道路之间的护坡边。在护坡下的古
道边，曾经立有一块双面刻有红军英烈
名字的石碑，现在这块石碑已经损毁了。

建议加强红色遗迹保护

考察队发现，这一带还有一些因掩
埋红军遗骸而形成的特殊地名，“万人
坑”意即当年埋了很多人；“异种地”意即
埋了很多不知名的外姓人。“说明当年这
一带战斗的激烈，”柯敏说，红军坑与红
军坪的许多细节，大多依赖于史料的审
慎推测以及村民代代相传的回忆，红军
在阆中的战斗已悄然走过90个春秋，那
段烽火岁月，却从未真正远去。

作为阆中、南充两级人大代表，柯敏
建议，对利阆古道的红色遗迹加强保护，
同时组织专业团队进一步加大调查考
证、深挖核实，实施抢救性保护；结合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将这些红色遗迹纳
入川陕红色遗存名录，界定保护范围，设
立保护标识；与苍溪红军渡国家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融为一体，以形成红色文化
旅游环线，不断丰富红色旅游内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伟
受访者供图

4月16日，德阳市中江县集凤镇上演
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八旬老人
武大爷在石关门附近山中失踪72小时
后，被德阳市登山户外运动和救援协会
尖峰救援队成功救出，创造了又一个生
命奇迹。

4月18日，救援队员告诉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老人是不慎摔倒后被
困路边灌木丛中的，靠食用身边植物维
持生命，最终被营救。

寻找三天无果求助救援队

4月13日下午，武大爷和老伴像往常
一样从石关门附近的山间小路往家赶。

其老伴回忆，“当时我在前面走，隔着他
几十米远，喊他时他还回应了。可等我
走了一段路回头找他时，人就不见了。”
这短短几十米的距离，成了老人的一场
劫难。

事发后，家属立即报警并组织多次
搜寻，但由于当地地形复杂、山脊陡峭、
岔路交错、荆棘密布，加上失踪情节十分
离奇，搜寻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三天过
去了，老人依然杳无音信。4月16日下
午，焦急的家属向尖峰救援队求助。

接到求助后，尖峰救援队立即派出7
名队员赶赴现场。救援队员通过情景模
拟和目击者线索，迅速锁定了重点搜索

区域。“我们发现老人走失处有个分岔路
口，判断他很可能走错了路。”救援队员
介绍道。

在陡峭的山林中，队员们采用快速
印第安式（野外小路）搜索的方式，第一
次搜寻没有任何发现。救援队员又折返
沿山脊分两条线继续搜寻，就在天色渐
暗之际，救援队员突然听到了老人的呼
救声。

老人靠食用植物维持生命

当救援队员拨开茂密的灌木丛时，
发现了倒在土坎下的武大爷。虽然已经
72小时没有正常进食，老人却奇迹般地

保持着清醒的意识。据事后了解，老人
是靠食用身边的植物维持生命，展现了
惊人的求生意志。

“本来我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
到还能见到活着的父亲！”武大爷的儿子
激动地说。经医院检查，老人除了一些
软组织擦伤外，身体状况良好，连医生都
感叹这是个奇迹。

此次救援行动仅用了3小时，充分展
现了民间救援力量的专业素养。“虽然有
一定的运气成分，但科学的研判和专业
的搜索方法才是成功的关键。”救援队员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

近日，成都掀起一股“打野”热潮，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在青龙湖湿
地公园“打野”的视频，当天他捡到两
种野生菌，还拿回家吃了。市民可以
在青龙湖“打野”吗？4月18日，园区
管理方表示，不建议市民在青龙湖“打
野”，有安全风险。四川省食用菌研究
所专家则郑重提醒：没有100%把握千
万别吃。

网友晒青龙湖“打野”成果

4月14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

了在青龙湖“打野”的视频。他从公园1
期大门进入，过了大桥，进入一片树林。
没多久，他在几根枯木上找到不少菌子，
自己判断是漏斗菌和晶粒小鬼伞，于是
拿回家吃了。

记者搜索发现，有很多人在网上晒
出在青龙湖“打野”的经历，大家的收获
包括野生菌、竹笋和各种野果，甚至有人
制作了“青龙湖捡鸡枞菌路线图”。不
过，也有不少网友在评论中提醒，青龙湖
里有蛇，很危险；还有人表示不认识的菌
子还是不要随便捡来吃。

没有100%把握千万别吃

18日上午9点过，记者来到青龙湖，
按照上述网友指示的路线，很快就找到
他“打野”的地方，恰巧遇到两名女生来
挖竹笋。“能找到啥就要啥，目前啥都没
看到，我们准备换个地方。”她们说。

市民可以在青龙湖“打野”吗？园区
管理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园没有明
令禁止市民“打野”，不过从保护市民生
命安全的角度出发，园方不建议大家这
么做。

针对市民在青龙湖捡菌子的行为，
记者采访了四川省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
李小林，他的态度很明确：“你对菌子的
品种、是否有毒如果没有100%的把握，
就千万别吃。”

记者将上述市民捡到的两种菌子的
图片发给李小林，他判断其中一种属于
鬼伞类，在学术上食毒不明，不建议吃；
另一种菌子，他单单通过图片很难准确
判断是什么品种，更不建议食用。“大家
捡着玩可以，但是不要吃。”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老人被困山林72小时 靠吃植物撑到获救

网友炫青龙湖“打野”捡食野生菌
专家：没有100%把握千万别吃

考察队访问古蜀道旁的村民。

被称为“红军坪”的地方，曾有多名
红军在这里的战斗中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