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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风流被丝路新语

——南方丝绸之路四川雅安段田野调查

陈佳楣*1

【摘 要】：雅安，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自古至今都是四川进藏、入滇的交汇处与重要节点，亦是南方丝绸之路牦

牛道的门户与必经之路。两千年前,往来的客商与源源不断的货物带来了这里的繁荣；两千年后,带着岁月痕迹保留

至今的丝路遗存，不仅证明着这里的厚重历史，更在“一带一路”提升至国家战略的今天，见证着一个遭受地震灾

害侵袭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美丽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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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交通线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以古代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国际交通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通往印度的西路,中国古代文

献称之为“蜀身毒道”。

公元前 122 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称自己在大夏国时见到了蜀布、邛竹杖，“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印度)，由此断定西

南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隐秘民间商道“蜀身毒道”。事实上，这条古道在西汉中期以前已经存在。

汉代至武帝之世，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渴求扩张与开拓对外贸易。汉武帝遂派出能臣干将，招抚西

南夷各部族，打通丝路,设置官吏。

历经百年，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 年）设永昌郡，整个西南边疆完全纳入王朝版图，西夷道完全畅通：以成都为起

点，向南，灵关道（又称牦牛道），翻大、小相岭，穿过安宁河谷，渡金沙江进入云南；五尺道，顺岷江道水路至宜宾，之后再

顺横江经石门关进入云南昭通。两道在云南大理汇合后，向西，进入印度。

雅安，地处成都平原西部，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相连接的过渡地带，自古至今就是四川进藏、人滇的

交汇处与重要节点，亦是南方丝绸之路牦牛道的门户与必经之路。牦牛道穿过今天雅安的芦山、天全、荥经、汉源等地。唐代

以后，南方丝绸之路有了很大的拓展，雅安境内的部分路段，还承担了汉藏茶马贸易的使命，被后人称为川藏茶马古道。

两千年间，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了重要的贸易通进和文化走廊。两千多年后，我们从成都出发，沿着当年南丝路的方向，进

人雅安，走古道，探遗迹，询历史，看新颜，打捞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华光，并在“一带一路”提升至国家战略的今天，见

证雅安这一丝路之城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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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芦山：古道青衣汉韵溢

从成都出发，经成温邛高速，至邛崃。邛崃，古称临邛，因在此之南为秦代巴蜀遗民邛人的聚居地，是蜀都往南的第一处

咽喉重镇，道路由此将进人山区和民族地区。邛崃以盐、铁著称于世。

元光五年（前 130 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重开西南交通线，修通了焚道和靑衣道。“自临邛经火井，出青龙

关，人青衣河谷，出飞仙关，渡天全河，沿荥经河抵达严道古城……”（《雅安地区交通志》），再经花滩、黄泥堡，越大相岭，

进人汉源境，这一段因芦山、宝兴曾是古青衣羌国地域，因此被称为“青衣道”。我们沿着与此道方向基本一致的邛芦路，经水

口、油榨、火井、高何，翻越镇西山，进人芦山。

邛芦路为“4*20”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部分路段正在进行整修，镇西山隧道也在建设中。据悉，隧道打通后，即可从

芦山穿过隧道经成温邛高速，直抵成都。

越过山脊，穿金鸡峡，来到龙门乡，路上车来车往，却不想对面的半山腰上，隐藏着一座古时关隘一一青龙关一一南方丝

绸之路西行的首关。

过玉溪河，沿着一条新修的石板路，我们徒步向高处走去。走过一块名为”八步悬天斗”的如斗巨石后，石板路变为了碎

石路，抬头即见青龙关。据《雅安地区文物志》记载，青龙关原名”八步关”，有“八步天险”之称，为秦汉时从邛崃翻镇西山

进芦山的必经之地，乃是青衣古道上的重要关隘。此关东凭高崖，西倚绝壁，原有两扇大门，如今只留下了地面上的两孔门柱

洞。立于关楼上，环顾左右，从高山深处婉蜒而来的玉溪河，挣脱金鸡峡两旁高耸的崖石后，灌溉着龙门乡青龙场村和古城村

所在的平坝地带。

南丝路开通后，青龙关脚下，客店开张，酒旗飘扬，来自十里八乡的商贩在此聚集，形成了热闹的青龙场。龙门乡为芦山

地震震中，如今，这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白伙、王伙等一个个新村聚居点让这里的人们住进了好房子的同时，也正在为

青龙场村打造成旅游村庄、发展第三产业打下坚实基础。

南丝路顺着芦山河蜿蜒，汉文化亦随之进人了芦山，芦山也成为了汉王朝西蜀边陲重镇，蜀郡西部的军事、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留下了包括樊敏碑阙、王晖石棺等众多的汉文化遗存，成就了这里的“汉代文物之乡”。

芦山，秦并巴蜀之际建县，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世传，蜀汉大将军平襄侯姜维，曾建土城于此，以御羌氐，故

为“姜城”。如今，在县城南街的汉姜侯祠内的城楼上写有“姜城”二字，城楼旁即为祭祀姜庆的姜庆楼〖平襄楼》。姜庆楼始

建于北宋，重建于元代，在芦山地麄中受损情况严重，如今已得到修复。楼前有一戏楼，为祭祀姜维的八月彩楼会庆坛的总坛

所在。姜庆楼外，芦山县灾后重建的重点项目汉姜古城也于 2016 年 7 月建成开街。

樊敏碑阙藏于省道 210 旁东汉石刻博物馆内，多次途经此地，终于在其修复之后得以见到这被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誉为“汉

魂”“汉艺精粹”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樊敏阙，建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年《205 年），为东汉巴郡太守樊敏墓前神道阙，右阙已毁

仅存阙檐与阙顶，左阙保存尚好，采用九层方形巨石垒砌而成，阙身以上的斗拱层、阙檐、阙顶具有典型的仿木建筑风格，斗

拱层采用浮雕手法雕刻有“龙生十子”神话故事图，正中为西王母龙虎座，四角雕刻有力士。阙后的汉碑亭内，碑文记录樊敏

一生事迹，书法精湛。

博物馆紧邻芦山根雕一条街，一旁的芦山乌木根雕艺术城正在建设中。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唐国富将我们带至芦山根雕技

艺培训基地里，这里不仅有他创作的（老村长》等乌木根雕作品，也有以荥经黑砂为原料制作的艺术作品，还有不少学生作品，

虽略显稚嫩，却也让人看见根雕艺术的传承。说话间，唐国富的电话响了,原来是其黑砂作品《老成都》在荥经烧制好了，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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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运过来。丝路文化艺术就在这不经意实现了交融。

离开芦阳镇，南丝路沿着芦山河朝飞仙关而去，丝路难觅，茶马古道还可寻。在黎明村胡沟组罗纯山马鞍腰西南面一巨石

上还有摩崖题记，其内容为宋代重修茶马古道主持修道人名录。拨开丛生的杂草，觅得一条古道，据说由此道翻越罗纯山可到

雅安中里镇。不知这千年前的古道是否重叠于两千年前的丝路上。

沿着省道 210，来到芦山县南大门、川藏线上“第一咽喉”一飞仙关。在飞仙关镇飞仙村埝坎组，有一条古街道，街上完整

保留有一石板吊脚楼，“这是当年茶马古道上的幺店子，底楼为通风又通光的马厩。”唐国富对芦山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

也颇有研究。只见马厩还保留着当年的红砂条石石门。埝坎组的老君溪上有一指路碑，该碑建于清咸丰四年，碑顶刻三个大字

“老君溪”，上刻“右走芦山四十里，灵关一百里”“左走始阳二十里，天全四十里”，而旁边就是左右两条路。

如今的飞仙关镇，不仅建起了崭新的南、北场镇，一座仿古关门城堞雄踞国道 318 上，关口则是临江而建的二郎古庙公园。

当年，齐白石曾宿飞仙关，并为其作画，尽显古道雄关之风采。于山顶的二郎古庙大殿望去，青衣江水静静地流淌着，江岸，

一边是悬崖髙耸，一边是繁忙的国道 318，国道下的江边隐约可见石梯，据说，那是当年的古道渡口，由此坐渡船过河，沿河可

至雅安多营。

二、荥经：雨润千年道 物证岁月流

从芦山飞仙关镇，过芦山河，即进人天全县多功乡南天新镇，一幢幢崭新的 3 层楼房矗立在国道 318 旁，房前屋后的微田

园里，种满了蔬菜水果，不远处为正在修建中的国道 351。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结合国道 318 线、国道 351 线和雅康高速多功出

口在此交汇的优势，南天新镇着力打造“社区式、产业型、田园化”的幸福美丽新村。

天全，古为斯榆地（或称徙都），古氐羌民族徙族人民在此聚居、劳作、繁衍生息。司马相如开南丝路时，有“略斯榆”之

举，斯榆之君请为内臣，以故徙都（今始阳镇）置徙县，西魏置始阳县。始阳处于“南通严道（今荥经），西控碉门”的枢纽 0

从天全南天新镇出发，沿荥经河南下至荥经。途经新添驿，此乃昔日茶马古道上的一大驿站。荥经，在古代被称为“严道”

的丝路重镇，扼守四川盆地与西南高山大川交汇之地，秦汉时曾是中央王朝的边缴贸易集散地，作为中央政权控制“西南夷”

的桥头堡和防御“西南夷”进攻的军事要塞。辖地囊括了大渡河中上游地区和今天雅安市的大部分城区。

如今的荥经县城所在地亦名严道镇，这是唐朝初年设立荥经县时搬迁至此。而严道古城则以遗址的形式留在了六合乡古城

村。古城坐落在荥河第三台地上，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地形绝好，背靠中峻山，三面陡峭直立，凸显了古人构筑城堡

时的攻防理念。古城由主城和子城组成，城垣采用版筑夯土墙。

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对严道古城遗址周围墓葬进行发掘，出土文物十分丰富,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更是异彩纷呈。既

有制作精巧、形制典雅的陶器，更有精美华丽的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其中尤以出土的巴蜀印章最为独特。在古代严道

的边境贸易已经非常发达，中央政权为了控制和管理各种物资的交易，开始使用印章这种具有法律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管理各

种贸易，巴蜀印章作为合法经营的凭证或通关证明，在严道的使用非常频繁。

大量巴蜀印章在荥经的出土，充分地证明了荥经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贸易繁荣的商品集散地。雅安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成都矛”，就是 1985 年在古城村发现的战国晚期船棺葬的墓内出土的，矛上錾刻有“成都”二字。在这支矛被发现前，

关于“成都”城市称谓的最早由来是西汉，在战国墓里发现了“成都矛”，将成都历史向前推了 200 年。荥经作为南方丝绸之路

重镇，成都很多器物经古道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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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有丰富的铜铁资源，在距离古城 10 公里的宝峰乡发现的汉代冶铜遗址，据说为被司马迁归为“佞幸”之人邓通铸钱的

地方。当年，汉文帝“赐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从而使“邓氏钱，布天下”。

如今，古城墙基以及一段低矮残墙证明着这里的曾经存在，与之相邻的砂器一条街里的馒头窑里，两千多年的“古城烟雨”

胜景却是实实在在地承续着。街上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多是前店后作坊。走进曾氏庆红砂器有限公司，砂器制作作坊里的馒头

窑正在烧制一批砂器，旁边围拢了一群摄影师紧张地看着曾庆红的每一个动作，铺煤，放砂器毛坯，盖窑盖……揭开窑盖的一

瞬间最为精彩，陶器通红透亮、晶莹剔透，比天边的朝霞还要光彩绚丽。待坯器充分烧透后，用顶端带铁钩的长杆挑入还原坑

（俗称烟熏窑或取釉坑），加人杉树枝或松木锯末，只见青烟腾空而起，红红的火苗蹿出地坑，再铕上一层炭砂,又是一阵青烟……

春秋时代，古城先民取土筑城建房之际，发现了这里一种独特的黏土，质地细腻，便就地取土，通过制泥、拉坯、晾坯、

焙烧、上釉、出窑等程序，烧制出瓮、罐、甑等黑砂陶制品，用以烧水、烹饪、盛食物。如今,砂器的传承人们，在继承传统工

艺技术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当今先进的制陶工艺技术，从配料、制坯、干燥、焙烧等整个工艺流程进行改革创新，把现代美学

理念和文化元素注入砂器的制作中，使荥经砂器摆脱了单纯作为生活用具的器皿，而成为集实用功能、现代生活理念、审美情

趣、文化品位为一体的工艺美术品。

沿着国道 108 继续往南，在花滩镇左转，走花凰路来到相岭河边的石佛寺，寺内的两座佛雕巨石，一座是当年兴建“辟支

道场”时所造，另一座则为后世的宋明各朝续建。唐朝中期，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韦皋为西抗吐蕃而修通乐雅水道，扩展青衣

江航运，并于水道沿线兴建庙宇二十余座，也就构成了闻名遐迩的“辟支道场”。荥经的级景区云峰寺即为“辟支道场”现存的

最大最完好的庙宇之一。云峰寺内有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规模的古桢楠林，其中尤以分别列于天王殿石梯两侧的两株尤为壮

观，称为“桢楠王”。

过石佛寺，来到靖口新村聚居点，这里就是南丝路及茶马古道上著名的箐口站。走在新铺的石板路上，两旁是一幢幢两层

楼房，除了间或夹杂其间的老房子、门前的拴马石和每户人家悬挂的写有“靖口驿站”的红灯笼以及新村人口正在修缮的王母

殿，能触摸到这里的历史脉络外，曾经的繁华已然隐没在岁月长河中了。

安靖乡后即为凰仪镇。凰仪，是当年无论是南丝绸之路还是川藏茶马古道，越大相岭的必经之地一黄泥堡。古道从此越大

相岭，高低险阻，曲回九折，故名九折坂，路人视为天险。人们在翻越大相岭以前，都会在此歇息一晚，养足精神，以便第二

天向天险进发。

驾车继续往上，植被越来越丰茂，有不少珙桐树。荥经境内分布有近八万亩珙桐，集中成片分布近四万亩，每到四五月份，

珙桐花开，如鸽子在林中飞舞。安靖乡的鸽子花成林成片，尤为壮观。鸽子花开季节荥经会以花为媒，广邀朋友们到荥经赏花

览景。

随着海拔升高，道路越来越窄，进人林区，仅能容一车通过，两旁是高大的杉树，四周种满了黄连树。荥经盛产黄连，黄

连山所出最佳，被列为贡连。就在茂密的山林中，一会儿出现一座周公桥、小关铁索桥，一会儿又出现一段箭杆坡古道，想来

就是这些古桥、古道串起了当年的丝绸古道，人们就从这古道上经过小关、大关，翻越大相岭进人汉源……

南方丝绸之路”荥经至汉源的这一段，唐宋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是走大相岭这条道的。而《何君尊楗阁刻石》发现后，部

分学者认为当年的南方丝绸之路出严道后，在汉代没有左转折向大相岭，而是顺荥河前行，翻九把锁至泸定，然后折而向东至

汉源。于是，我们决定去寻找这引起学术界争议纷纷的刻石。

在花滩镇沿国道 108 往西行来到荥河边的临江村，若是从与之隔河相望的青杠新村聚居点望过来，会发现临江村的悬崖上

有上下两车道，再上面是车流不断的国道 108。这是保存完整的一段古代“高速公路”，是荥经唐宋时期修建的单向双行的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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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村的茶厂里，炒茶师傅正在炒制新茶。一旁的王富会正在收附近村民采摘的新茶，“每天可以收两三千斤。我们这里山

高、气温低，很适宜茶叶生长。我家自己还有五六亩的茶园，每年可以挣两三万元钱！“唐宋至明清时，荥经为主要的南路边茶

生产基地和茶马互市的“官道”“大路”。荥经老街上的姜家大院就是清代公兴茶号遗址，是一座典型的川西民居三重天井四合

院，门窗木雕精美。姜家是雅安南路边茶生产历史上的一大旺族，生产的“仁真杜吉”牌砖茶极为有名。四合院中的天井是当

年晒茶的晒坝，四周房屋依次是踏茶、沤堆、炕茶、拣茶、冲泡、编包（包装）的地方，是雅安境内保存最好的茶号。

沿国道 108 来到烈士乡荥河边的悬崖边，一条崭新的木制栈道正在凌空飞架，让我们得以顺利见到被洪适称为“东汉隶书，

斯为之首”的何君荨楗阁刻石。刻石文字虽用圆笔，而结字力求破篆体之圆而立隶书之方，笔力雄健，气势夺人。反映了隶书

告别篆体，自身走向成熟的一种现象，可谓西汉至东汉隶书发展转折点的一个标志。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荥经至汉源的这一段，荥经当地对南丝路颇有研究的周安勇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两条路是同时存在，但

是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同的两条道。过大相岭这条是官道，无论在历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民族迁徙中都发挥着主道

作用。而过九把锁这条因原作为民间通道的存在，发挥着时官时民、时主时辅的作用，按现在的术语叫‘复线'。”

三、汉源：椒香越千年 暖阳照古今

随着雅西高速的开通，从荥经到汉源只需一个多小时，想当年，从荥经到汉源的南丝路，要翻越“事故多发地段”大相岭。

大相岭，原是邛人（巴族）与崃人（牦牛夷）的界岭，故称邛崃山。过奇险的“草鞋坪”，进人大相岭南麓，即古牦牛国的地域，

后成为汉经营西南民族的要冲之地，故先后在此建立沈（巴族后裔）黎（牦牛夷）郡和牦牛县。

在大相岭南麓如今有一处驻兵守卫的旧城遗址，为五代前后蜀时期蜀王王建修筑的“王建城”，今讹称“羊圈门”。南方丝

绸之路的“邛笮古道”穿城而过。“清溪新黎村向北经相岭至凰仪堡一路，史称‘邛笮古道’。“汉源县政协学习文史委的郭朝林

向我们介绍着。

从古道牌坊处，沿花岗石铺就的古道往上，道路两边栽满了结实的花椒树。汉源是“中国花椒之乡”，花椒种植已有两千多

年历史。汉源花椒早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就列为了贡品。到了清代，由于收椒役吏借收贡椒，苛扰舞弊，当时清溪知事查悉禀报

上司豁免，于是，在当地留下了一通花椒免贡碑。古道路旁就立有此碑仿制品。

从古道牌坊处，沿花岗石铺就的古道往上，道路两边栽满了结实的花椒树。汉源是“中国花椒之乡”，花椒种植已有两千多

年历史。汉源花椒早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就列为了贡品。到了清代，由于收椒役吏借收贡椒，苛扰舞弊，当时清溪知事查悉禀报

上司豁免，于是，在当地留下了一通花椒免贡碑。古道路旁就立有此碑仿制品。

除了花椒，道路两旁多是一些残垣断壁，据说这些都是当年的幺店子。继续往上是九折坡段，据说即为西汉时的“九折坂”。

据《荥经县志》记载，西汉时，益州刺史王阳，途经艰险奇绝的“九折坂”时，担心自己掉下悬崖，家中老母无人侍奉,于是急

急回车而去；而王阳的继任者王尊，则是“驱之（开车过去〗！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这“孝子回车”“忠臣斥驭”，也足

见其道路之险竣。

邛笮古道亦为后来的茶马古道，当年背夫们背着丝绸、盐巴、茶叶等货物，沿着这条狭窄、艰险的古道下至清溪，南丝路

与茶马古道就此分路，继续南下至九襄、汉源，往西则去往宜东、康定。一路上能看见不少经年累月才能形成的“拐子窝”，这

是千百年来背夫们的丁拐杵在古道上留下的岁月痕迹。丁拐杵是背夫们行进时的拐杖，而休息时,它们又成为了货物的临时支撑

物。如今，汉源已着手对这段邛笮古道进行旅游开发。

牌坊下有两座上百年的老房子，其中一座已被三十来岁的游春鼎与王萍夫妻俩利用起来开起了农家乐，“主要卖我们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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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小吃，比如臭豆腐、炸花椒叶等。”

离开邛笮古道，一路上都能看见红得发紫的大樱桃。清溪镇永安村共开发 2000 余亩大樱桃，形成了以大楼桃产业为支撑的

特色农业产业，是清溪镇 2 万余亩大樱桃种植基地的核心区域。站在永安村的大樱桃基地环顾四周，在见识了满山满坡的大樱

桃林的同时，还充分领略丫清溪有名的“风”。

当年，无数的背夫马队沿着邛笮古道，进人青溪古城。清溪自隋代初期就是汉源县治所在地。这里海拔 1600 米，依山傍水，

四周空阔，扼古道要冲，历来为“建昌道上小潼关”。据嘉庆年间的《清溪县志》记载，清溪古城始建于唐朝，建有九街十八巷，

以土筑城墙环绕。古城之内，还可以见到城门、文庙、瓮城等历史遗存，老街昔日的幺店子、马店、茶馆有的做了民居，有的

继续着客栈、茶馆的生意。

出清溪，沿国道 108，途经近年名声在外的双溪镇申沟的万亩桃园。产业重建项目“百里花果长廊”，为申沟桃园的升级发

展注人强劲动力，当地的受灾群众积极响应“农旅一体”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初步实现了“搬进新房子，过

上好日子”的目标。申沟村的观景台背倚大相岭,于此望去，眼前是成片的桃林，蟠龙山、对门山、龙塘山从北往南阵列，众山

环卫的清溪、双溪、九襄、唐家、富林则连缀出南丝古道的走向。

与清溪相比，九襄镇显得特别热闹。九襄大坝地处流沙河与木槿水交汇处，古蜀国时的笮都，汉代沈黎郡、牦牛县等都在

此设治。即便是现在，九襄仍然是全县最繁华的地区。

九襄也有一段老街——汉源街——当年从南丝路来的人们，从栅子门进入九襄镇。街上依然是店铺林立，“背不完的汉源街，

填不满的打箭炉(康定）”是其繁华的写照。九襄石牌坊位于紧靠老街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官马大道上，曾有“成都出南门第一坊”

的美誉。石牌坊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是当时的拔贡黄体诚为旌表其母、嫂节孝，请旨修建的双节孝牌坊。牌坊上雕

刻的内容非常丰富，多为镂空或半镂空的深浮雕，坊上雕有 48 本戏的场面，留下了“抬头望牌坊，48 本戏在上面唱”的民谚。

如今,一座依托石牌坊而建的公园正在建设中。

汉源年均日照 1475 小时，是雅安的“阳光城”，独特的光热资源，孕育出各种水果。夏季的汉源就是一个超级大果园，一

路走来，处处是果树，成片成林。九襄方圆两百多平方公里内，遍植梨树，品种达一百余种，享有“梨城”及“花海果都”的

美誉。由于瀑布沟水电站的修建，汉源县城整体搬迁。老县城已静静地沉没于汉源湖水中，如今湖畔的新县城，林立的高楼、

宽阔的道路、现代化的配套设施，处处彰显着勃勃生机。

从大树大桥横跨大渡河，进入大树镇。大树镇往南，一条小道紧贴龙塘山、魔鬼岩等高山，蜿蜓前行，直到凉山彝族自治

州甘洛县。这一线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的要隘路段。此时，汉源“古道迷”李锡东老先生，为我们吟诵着驿道上的民谣：“大

树李子晒经关，白马抬头望河南；河南站，吃杆烟，八里平夷到大湾；一进深沟五洞桥，坪坝窑厂双马槽，尖茶陡坡到海棠……”

民谣里的大树、李子、晒经关等地名，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找到，并且由省道 306 线串联。“大树”即是大树镇，民间称大树堡，

这里出土的麦坪遗址，是“迄至目前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并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一处聚落遗存。”

沿省道 306 途经李子乡来到晒经乡，相传此地有唐僧晒书的晒经石，故名。晒经乡旁有一条小道，那就是通往河南乡的南

方丝绸之路。迤逦前行，河南在望。河南乡是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驿站，当地米饭香醇可口，所以流传有“要吃饭到河南，

要喝酒海棠有”的民谣。如今的美丽新村中，青瓦白墙的三层楼房一幢接一幢，文化广场的风雨亭里村民们摆着龙门阵，健身

广场上村民们正在健身器材上锻炼。李明清老人则在自娱自乐地拉着二胡，背后就是自家的新楼房，一楼小卖部卖些日用百货。

“2012 年 7 月 2日，汉源暴雨突发泥石流，河南乡受灾严重。后来政府将受灾严重的 30 户农户在此集中安置。老房子就在万安

桥边上。“万安桥是连接河南乡上下街道的交通枢纽，为干栏式廊桥，在“7▪2”泥石流地质灾害中，损毁严重，如今一座新的万

安桥横跨池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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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乡素有“廊桥之乡”美誉，早在唐朝时的李晟就开始在这里修建了平西桥，八里堡的烟雨廊桥是南丝路上的重要古桥。

河南乡作为南丝路的一个重要驿站，还保留有不少遗迹，如鲁班寺、城隍庙、平等老街等。这些都为当地开发旅游打下了基础。

住在万安桥边上的郑国权，思路已有些活泛，不仅仅将挣钱方式放在地里的核桃树、枇杷树和大樱桃上，还打箅随着河南乡旅

游开发的深人，开一家农家乐。“河南乡有着极好的丝路文化，我们已通过硬化通村路，修建防洪堤，使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让

更多的人走进这里。”河南乡党委书记刘贡清介绍道。

过大湾，顺着深沟来到一峡谷口，从此望去，是南北纵深达 10 公里的深谷，即为清溪峡，因唐时韦皋为通好南诏在峡内设

置清溪关而名。北起河南乡大湾村，南至甘洛县坪坝乡。峡谷内，两岸绝壁千仞，古树繁茂，一树树的蔷薇花，成片的鸢尾花，

都为我们的丝路之行，增添了自然之美。

峡谷内，由花岗石铺就的一条三四尺宽的古道蜿蜒曲折，坚硬的石面上，自然少不了拐子窝与深深的马蹄印，有的地方差

不多有两个指节深。一路走来，深沟如影随行，当年的五洞桥让古道得以继续深人。古道上，原有一座古庙，如今剩下一些屋

脚基墙。古庙下方的开阔平坦处，据说就是“清溪关”所在。

在“天石眼”前，有两块紧挨的巨型岩石，仿佛是被刀劈成的两半。传说三国时的关羽曾率兵从这里经过，此乃关羽的试

刀石，在早已被荒草隐没的古道关刀岩上还刻有关刀，旁边留“天下太平”字样。刀名关刀，这“天下太平”不知是否为经此

而过的石达开所留？

天石眼，深沟一景，水流于此汇聚成潭，潭下有暗道流到下一个潭中，潭水清澈。从天石眼过去，即进入了甘洛，曾经古

道延展入滇，最终去往那遥远的身毒国……

四、南丝路的多元多支格局

唐•樊绰《蛮书》：“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关、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至雅州

百丈驿（名山百丈镇）四十里，至名山县顺阳驿（名山县城）四十里，至严道县延化驿（雅安市西）四十里……”东汉至唐，

开拓了百丈驿道，南下的干道遂从邛崃经百丈、名山到雅安，而不经芦山。也有学者认为“抑或同时就存在着这条小道，但非

主道而巳”。

曾经的百丈驿、顺阳驿都属如今名山区，而名山蒙顶山的人贡“仙茶”名列经传而有“天下第一茶”之美誉。唐玄宗天宝

元年（742 年），蒙顶山茶始作贡茶，作为天子饮用和祭祀祖宗的专用品一直沿袭到清代，历经 1169 年从无间断。蒙山贡茶，据

说源起于西汉吴理真所植七株仙茶。如今蒙顶山上的皇茶园亦种有七株茶，四周石栏环护，石门紧闭，石虎镇守。这七株茶是

否为吴理真所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今名山三十多万亩的茶树飘香山野，让茶成为了寻常百姓的杯中茗品，茶叶综合产值 40

余亿元。同时，山下一座占地 150 亩、总面积 12 万平米的蒙顶山国际茶叶交易中心（茶马古城）的建成开放，加快以茶为主的

产业在名山集聚，使之成为大西南乃至全国茶叶主要集散地之一。

每到夏天，蒙顶山的茶园里，又到处是忙碌的采茶人。此时节，采摘的是生长 6个月以上的成熟茶叶，连枝带叶制成南路

边茶，即如今的“藏茶”。雅安作为“中国藏茶之乡”聚集了十来家藏茶企业，年产量达三万吨。走进位于雨城区茶马大道的雅

安市友谊茶叶有限公司，在藏茶文化展示厅，有如走进了一个神奇藏茶的世界，在浓浓的藏茶香中感受藏茶独特的魅力。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藏区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并不产茶。而蜀地与滇都是茶叶的

主要产区。南丝路到了唐朝，在汉代的贸易基础上，有了新的特点。丝绸、瓷器、茶叶、盐成为这条路上主要的交易货品，而

在原来蜀身毒道的基础上，逐渐向西发展，形成“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主要为南路边茶，当年雅安茶厂的“康砖”

“金尖”两种茶名扬雪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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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金凤山，远可眺周公山苍翠，前览青衣江、渍江水流，山水间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一雅安市雨城区姚桥新区。姚桥

新区有一汉碑村，村里一院内收藏有全国重点文物一一高颐阙。现存东西两阙，东阙已残，西阙保存完好，为我国汉阙保存最

为完好，雕刻最为精美的仿木结构石质建筑。旁边还有石兽一对，名天禄、辟邪。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评价其：姿

态生动，充分表现狮的强悍性，比霍去病冢前石马，技术上是前进了一步。高颐，东汉人，官至益州太守。他所处的年代，这

里尚属严道管辖，无论南丝路是否经此而过，汉文化却是实实在在已通过南丝路泽被此地。

离开汉碑村，进人雅州大道，朝金鸡关方向而去，上雅西高速，北上接成雅高速至成都，南下经荥经、汉源、石棉，到西

昌，继续南下至攀枝花，进人云南一一这条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穿梭的超级高架桥和超长隧道结合的“天梯高速”，其路线与

两千多年前的南方丝绸之路是如此的相似，想来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这就是最优路线，也许这就是南丝路的高速版本，将给

沿线地域带来新的崛起、新的发展，而且是跨越式的、高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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