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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蜀道研究院揭牌为契机，四川省将按
照“省校共建、校院联动、市企参与、开放合
作”思路，构建蜀道研究院、蜀道研究会、《蜀
道研究》、省级院企合作平台等“一院、一会、
一刊、一平台”，加强蜀道保护研究利用。

蜀道研究院的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
会大家云集，统筹了来自全国多个学科的研
究资源。研究院在西华师范大学设立研究
平台，分设文献中心和学术中心，推动蜀道
研究院构建跨区域与多学科深度融合、考古
调查与文献研究双轮驱动的工作格局。

蜀道研究院院长、西华师范大学校长陈
涛表示，蜀道研究院将通过开展蜀道考古调
查与历史专题研究、蜀道文献综合研究、蜀
道文学与艺术研究、蜀道地理与环境工程研
究、蜀道生态研究、蜀道研究史研究、蜀道资
源数字化建设与研究以及蜀道文化与生态
传承普及、协同创新研究等8大方向的研究，
构建起蜀道研究阐释体系、文化与生态价值
体系、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体系。

其中，蜀道考古调查与历史专题研究，
将主要针对蜀道本体及沿线文化遗存开展
田野考古调查，摸清蜀道文化遗存家底，构
建蜀道发展演变时空框架，为相关专题研究
奠定基础。研究蜀道与南北文化交流、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蜀道与西南社会经济发展，

蜀道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蜀道与国家统一
和长治久安，蜀道与沿线民风民俗等问题将
成为重点。

蜀道文献综合研究将系统搜集梳理中
外蜀道文献，建立蜀道数字化资料库；全面
整理蜀道文献，提高蜀道文献的阅读和利用
效率；深入研究蜀道文献的内涵，揭示蜀道
文献的现代价值，并探讨蜀道历史文献、研
究成果的外译与推介。

蜀道地理与环境工程研究则基于文献
梳理与实地调查测绘，开展蜀道沿线人文地
理、自然地理以及蜀道工程技术等综合研
究。蜀道生态研究将聚焦古蜀道区域开展
古柏生态适应与保护研究、珍稀濒危动植物
生态与保护生物学研究以及生物多样性监
测研究等工作。

研究院还将聚焦蜀道文化与生态，传承
蜀道自然人文和谐共生的历史，系统推进研
学旅游、大众普及以及立体传播等相关工
作，让更多公众了解蜀道的文化价值内涵和
时代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2日，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文物局在广元市主持召开蜀道保
护利用座谈会，明确将蜀道考古纳入“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推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创新；要求川陕甘渝 4省市实施蜀道专项

调查，拓展保护范畴；要求推动文物文旅融
合，高质量培育蜀道文物主题游径；要求川
陕甘渝 4省市要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前期工作；要求国家文物局协调
川陕甘渝4省市，明确工作专班，加强蜀道研
究力量，制定保护利用规划，解决蜀道文物
保护利用重大问题。

一条古蜀道，半部中华史。
蜀道作为中国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交

流的重要通道，见证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历
史悠久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凸显了古代社
会重视文化的人文观与尊重自然的生态
观。蜀道研究的蓬勃兴盛，必将深入推进古
蜀道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让千年蜀道散
发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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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蜀道米仓道文化线路沿线的文化
遗产——两河口栈道遗迹。

□ 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掀起了一股蜀道
研究热。

12月 12日，蜀道研究院在成都揭
牌。该研究院以西华师范大学为建设主
体，联合陕甘渝等蜀道沿线省（市）高校及
研究机构，联动四川省内成都、广元、南充
等8市，聘请国内外文史考古研究一流专
家组成咨询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为蜀道
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12月16日，2023蜀道文化年会在
四川广元举行，来自川陕甘渝四省市的百
余位专家学者，共话蜀道文化保护、传承
和利用新思路，广元市社科联携手重庆市
涪陵区、成都市、绵阳市、巴中市、德阳市、
陇南市六地社科联，共同签订蜀道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联盟协议。

蜀道是指哪些道？它有何研究价
值？四川为什么要研究蜀道？

说到蜀道，人们首先想起的，一定是李白笔下
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人对天梯
石栈、横绝峨眉巅、剑阁峥嵘而崔嵬等的描绘，使得
蜀道奇绝险峻的形象广泛流传。

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遗
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从考古资料看，蜀
道的开辟年代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从文献材料
看，蜀道的年代范围从战国一直到民国川陕公路的
开辟。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蜀道经历了
以栈道为特色的战国至两宋时期、以碥道为特色的
元至民国时期这两大发展时期。

因不断有改线和优化道路建设工程，不少地方保
留了前后两个时期的遗存。蜀道有穿越秦岭的北道，
主要有四条，即嘉陵道（陈仓道）、褒斜道、灙骆道、子
午道；穿越巴山的南道，主要三条，即金牛道、米仓道
和荔枝道；此外，还有偏西的祁山道和阴平道，以及相
关的副线和支线，它们共同构成了蜀道的道路路网。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蜀道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王子今认为，蜀
道所展现的道路规划与施工能力在世界交通史上具
有首屈一指的地位，蜀道用于克服险峻地形而修造
的多种形式的栈道，成为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充分表
现创造性智慧的文化遗存。比如，褒河石门则是世
界历史上第一处人工开凿的用于交通运输的隧道。

“蜀道这种跨越秦岭此类重大地理阻碍的交通
道路，书写了世界古代交通史上的光辉一页，影响
了东方历史的方向，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格局。”王
子今介绍，自汉代末年起，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历
史文献中均有“天府之国”之称，如《蜀书·诸葛亮
传》中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苏秦列
传》记载“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
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蜀道使得关中平原和四川平原这两处已经形
成共识的我国最早的“天府之国”相互连接，形成了
中国西部相当长历史时期的文化优势和经济强势，
也让中国西部连通为一个实力雄厚的整体，使之成
为秦汉两朝统一中国的基础。

“任何一个古代国家，其统治中心与周边的政
治和经济联系都必须依靠陆上和水上的交通线来
维系。”孙华说，我国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是由线性
遗产串联的遗产区域和遗产地组成的一张网络，只
不过近代以来，这张网络的绝大多数已经被破坏，
只剩下一些残段和残余地点。

在目前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中，保存较好的都
是山区的古道，尤其是两省交界处的高山峡谷古
道。这些古道中，最著名的是秦蜀之间的蜀道、汉
藏之间的唐蕃古道，以及昆明至缅甸的滇缅古道
等。蜀道位于地形崎岖的山区，跨越了南北气候分
界线，其道路工程类型最为多样，更重要的是这些
古道不少地段都被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具有极
高的历史价值和利用价值。

2015年，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
心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并被纳入申报世界自
然与文化遗产提名地范围。

国内对蜀道研究始于明清时期，不少学
者文人在所著游记中就对其中的路线作过
考证。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发轫于新中
国成立以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蜀道的
论文大量发表。

如陕西西北大学李之勤等人 1986年著
作出版的《蜀道话古》，是第一本全面系统
地介绍蜀道的著作，填补了以往蜀道研究
的空白。

西南师范大学蓝勇 1989年著作出版的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在实地考察与史料
结合的基础上，分西、中、东三线对川陕间的
各大路小路进行介绍，对其中一些较为著名
的道路，考证了路线，探究其历史沿革，介绍
其在当时交通路线上的地位。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金生杨介绍，过去从
事蜀道研究的学者以陕西方面居多，对陕西
境内的蜀道路线及节点地望考证进行得比
较深入。四川方面对蜀道的历史地理研究

比较薄弱，与陕西相比便形成了一种“北重
南轻”的不平衡局面。与此同时，学者对蜀
道的交通路线研究成果颇丰，但文化遗存、
经济、军事、旅游价值研究相对不足。

蜀道历史从先秦至明清以来，未曾出现
过间断，数千年的历史风云在蜀道上积淀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但缺乏整理与专门研
究。蜀道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军事要道，故
道、褒斜、傥骆、金牛诸线曾多次被运用于军
事战争之中，影响深远，但在军事地理方面
的研究缺少专门著述，研究空间还很多。

2017年，蜀道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
录两年后，西华师大采取多学院及研究单
位协同方式，组成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蜀
道考古调查与研究、蜀道文学艺术研究、蜀
道生态研究 4支研究团队，集中力量开展蜀
道研究。

由金生杨教授领衔蜀道文献整理与研
究团队，出版《蜀道行纪类编》46册；由蔡东

洲教授领衔的蜀道考古调查与研究团队，集
中对蜀道主要线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
调查，撰写《蜀道考古调查报告》5卷；由严正
道教授领衔的蜀道文学艺术研究团队，出版
《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北宋文人
入蜀诗研究》《北宋入蜀文学研究》等专著。

今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
省广元市剑阁县的翠云廊古蜀道，指出抓生
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
执行，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这次考察讲话，为拓展丰富蜀道研究
提供了遵循。”金生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此次四川省依托西华师大建立蜀道研究
系列平台，既是对学校前期研究成果的充分
肯定，也将为西华师大构建跨区域与多学科
深度融合、考古调查与文献研究双轮驱动工
作格局、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蜀道研
究传承平台提供重要助力。

蜀道价值：
书写了世界古代交通史

上的光辉一页，影响了东方
历史的方向

研究现状：
交通路线研究成果颇丰，但文化遗存、经济、军事、旅游价值研究相对不足

如何发力：
八个研究方向打造蜀道研究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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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蜀道金牛道文化线路沿线的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皇泽寺石窟。

古蜀道示意图。（蜀道研究院供图） 翠云廊古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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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峡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