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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所指的“巴蜀”，是以今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主体，包括
陇南及陕南的秦岭山区和汉中盆地、大巴山及巫山地区、云贵高
原北部、川西盆地周围山区在内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地理和文化区
域。这一区域位于中国境内的第二级阶梯上，地形复杂多变，具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中国最美的地方大多在中国地形
的‘棱’上”，2005 年《中国国家地理》( 选美中国特辑) 的这
一统计结论，从一个方面很好地说明了为何自古以来 “巴蜀”
都是人们心向神往的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是能够尽可能地满
足旅游者新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系统。
在古人游记中，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登上峨眉、青城等蜀中名山后
西望“大雪山”时的兴奋和惊诧之笔，从此一小例中，大致可
窥见文人士大夫从 “杏花春雨”的江南等东部地区漫游巴蜀的
精神内动力。至于巴蜀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不必细述。编者以
为，人们 ( 非去定居者) 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所产
生的对新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向往、追求以及相关活动，都
可称之为旅游或旅游活动。历史上有些地区由于当时的具体社会
环境和文化特点而成为旅游热点，在此基础上成为长盛不衰的旅
游目的地，“巴蜀”就是一个这样的地区。

巴蜀自古以来即为中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巴蜀旅游史多姿
多彩，内容丰富。数年来在从事乐山旅游史研究的过程中，编者
逐步接触到了有关巴蜀旅游史的大量资料。本书所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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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古文献等第一手史料，又有学者们研究引用的资料及相关研
究结论，等等，而并不仅仅拘泥于古文献史料。编者以为，由于
区域旅游史研究起步晚，目前进行相关史料收集整理这一基础工
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资料的尽量扩充，恐怕这也是任何一门新
兴学科必然经历的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只要是对巴蜀旅游史
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资料，都在本书收录之列。

本书体例，以时间为经 ( 下限至 2005 年) ，分列为七章，
又按内容分节和目，按照资料的逻辑联系分组依序排比资料。每
条 ( 段) 资料用宋体排印，采用原有小标题或酌情另拟小标题，
均注明出处及相关情况: 资料中原有注释若有必要保留则用括号
夹注楷体于文中; 每条 ( 段) 资料原编 ( 选) 者按注用楷体列
于该条资料后并标明“原注”或“原编者注”，或于适当位置标
明“原辑注”、“某某原注”等; 资料出处用楷体分行列于资料
之后，行首用破折号标明; 编者按注则用楷体分行列于每条资料
之前或出处之后，或标明“编者按”。全书所收录的各种表格名
称和直接参考引用的文献附于书末以便查阅，并致谢意。

本书资料编排，以内容定形式。选用资料，原则上只选摘与
本书主题直接有关的部分。对于资料篇幅过长且其中与主题关系
不大的部分进行删节，删除部分一般用省略号表示。同一篇中结
构或文字紧密相连的某段资料，虽与主题关系不甚直接，但史料
价值较大者，亦酌情保留部分。若同一篇资料中涉及旅游史的几
个方面，凡能分割独立而不影响原意，或不致被断章取义误用
者，按一事一件分别摘录辑入各有关章节。对于巴蜀旅游史上重
要的人物、事件、文献及某些在内容上构成完整体系而牵涉面又
较宽的综合性资料，为保存其完整性，避免因割裂而导致有损原
意，则全文录入并编入相关章节内，甚或单独成目、成节。为保
存资料原貌，除编者所撰写的内容而外，对于原资料尽量不作内
容文字上的改动。对于某些古文献史料，编者标点并酌情予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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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便于查阅，所选录的资料，根据需要和可能，尽可能地将
每段资料的缘起、时间、地点注入括号 “( ) ”内，列于该条资
料之首，或在适当处加以注明。原资料时间、地点残缺而无从考
证或有疑难难断者，或从缺，或加注问号 “?”表示。对于资料
内容有误者，尽量加以考证核实，无从查考者存疑，整理方法及
考证、校核、存疑情况，尽量于适当位置加注。原资料中有残缺
或不明的文字，以方框 “□”代之。明显的错别字、脱漏字，
于正文内酌加校注或径直改正。

编者
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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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时期

第一节 历史线索

一 古蜀国

蜀之为国，肇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
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 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
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
耀，江汉遵流。《河图括地象》曰: “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
以会昌，神以建福。”《夏书》曰: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泉
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其宝则有璧玉、金、银、
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氂、犀、象、
毡、毦、丹黄、空青、桑、漆、麻、纻之饶，滇、僚、賨、僰僮
仆六百之富。其卦值坤，故多斑采文章; 其辰值未，故尚滋味;
德在少昊，故好辛香; 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 与秦
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 秦豳同
咏，故有夏声也。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糜不有
焉。
——— ［晋］常璩 《华阳国志》，刘琳校注，巴蜀书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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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版 ( 以下略为“《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 ，卷三 《蜀
志》，页 175—176。

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
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
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也。次
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
之，为立祠。
——— 《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卷三《蜀志》，页 181。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
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
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
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
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囿。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
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
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
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 《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卷三《蜀志》，页 182。

蜀是什么? 《说文》: “蜀，葵中虫也，从虫两目像蚕头，中
像其身蜎蜎。”即蜀是蚕。《韩非子·说林》辩解道: “鳝似蛇，
蚕似蜀，人见蛇则惊骇，见蜀则毛起。”可见二者不可混淆。其
实“蜀”为古代一种民族的称呼，原属氐族。古籍 “氐”又称
“叟”，与“蜀”古音相通。远古，炎黄族居陕甘一带，其后向
中原迁移，有一支沿青藏高原横断山南迁，至阿坝州理县、汶县
境内，这便是“氐”族。蜀属氐之一部分。《史记·五帝本纪》
载: “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子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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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这说明蜀人即氐
族分支，乃炎黄之一部分。在周朝衰落时自立为蜀国，开国者为
蚕丛。《全汉文》亦载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
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衣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
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年”。可见蜀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而
李白在《蜀道难》中吟唱道: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
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四万八千岁”乃夸张之说。
但“开国何茫然”，的确如此。古蜀国因地处闭塞的盆地，故
“不与秦塞通人烟”。杨雄《蜀王本纪》载: “蚕丛始居岷山石室
中”，其地‘石路巉棱如蔟蚕’，故名 ‘蚕丛’。”现在汶川，灌
县境内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地名。《蜀王本
纪》又载:

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
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死去，今
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后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
堤，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
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

除去神话传说成分，这段记载说明杜宇是蜀人及蜀国历史发
展中的关键人物。湔山在今灌县境内，朱堤即云南昭通，邑郫即
郫县。蜀人又由汶川一带逐渐沿岷江南移，又由渔猎转向农耕，
定居于平原。在杜宇时代，其势力强大，疆域宽广。《华阳国志
·蜀志》载杜宇都城“移至郫邑，或治瞿上”，其疆域 “以褒斜
为前门; 熊耳灵关为后户; 玉垒、峨嵋为园苑”。这些虽属比喻
说法，但古蜀国疆域的确广大: 包括了今天阿坝、绵阳、西昌、
凉山、雅安、云南北部等广大地区，与东边巴国以涪江为界。从
广汉三星堆古蜀国文化遗址出土情况看，杜宇时代农事生产已很
发达，文明程度也较高了。而且城邑模式也逐渐形成。

———刘和椿、刘岚 《剑南山水尽清晖》，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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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8 月版 ( 以下略为 “刘和椿等 《剑南山水尽清晖》”) ，
页 37—38。

徐中舒先生考订之《古蜀国史简表》
战国以前，除 《尚书·牧誓》外就没有有关蜀的记载了，

其时秦楚国力未充，也没有力量向这方面发展。及至战国之时，
蜀渐强大，北取南郑 ( 今陕西汉中) ，东伐兹方 ( 今湖北松兹
县) ，竟与秦楚构兵。其史迹载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
《六国年表》中，皆有年代可稽。《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中
间有出入于《史记》之外者，都是研究蜀国历史最基本的资料。
兹列表如下:

古蜀国史简表
公元
前

《史记·秦本纪》
《史记·六国年表》
( 附《楚世家》)

《华阳国志》

475 蜀人来赂。 蜀人来赂。( 秦)

451 左庶长城南郑。( 秦)

441 南郑反。( 秦)

387
伐蜀取南郑。( 此事
当在蜀取我南郑之
后，盖同一年事。)

蜀取我南郑。(秦)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
猎谷中，与秦惠王遇。

377

蜀伐我( 楚) 兹方。
《楚世家》: “蜀伐
楚，取兹方，于是
楚 为 扞 关 以 拒
之。”

337 蜀人来。( 秦)
周显王二十二年 ( 当作三十二)
蜀侯使朝与秦。

316 司马错伐蜀，灭之。 击蜀，灭之。( 秦)

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
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
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
军所害。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
因取苴与巴。

4 巴蜀旅游史资料选编



公元
前

《史记·秦本纪》
《史记·六国年表》
( 附《楚世家》)

《华阳国志》

314 公子通封于蜀。
秦惠王封子通为蜀侯，以陈壮为
相。

313 公子繇通封蜀。
( 秦)

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

311

丹犁臣蜀，相壮杀蜀
侯来降。 (《正义》:
丹、犁二戎号也，臣服
于蜀。蜀相杀蜀侯，
并丹犁二国降秦。)

蜀 相 杀 蜀 侯。
( 秦)

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 丹
犁在蜀西南，本西南夷，此云戎伯
尚强，似指即丹犁等言) 。

310 诛蜀相壮，伐丹犁。 诛蜀相壮。( 秦)

308

封子煇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
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
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 《史记》秦伐楚巫黔中，在公元
前二八零及二七七) 。

301 蜀侯煇反，司马错定
蜀。

蜀反。司马错往
诛蜀侯煇，定蜀。
( 秦)

300
( 昭襄王) 封其子绾
为蜀侯。

285
疑蜀侯绾反，王复诛
之，但置蜀守，张若
因取笮及其江南地。

280
又使司马错发陇西，
因蜀攻楚黔中，拔
之。

277 蜀守若伐取巫郡及
江南黔中郡。

秦拔我 ( 楚 ) 巫黔
中。《楚世家》:
“秦复拔我 ( 楚 )
巫黔中。”

250 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

———徐中舒 《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4 月
第 1 版 ( 以下略为“徐中舒《论巴蜀文化》”) ，页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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