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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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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彭邦本

蜀道，通常指连接历史上关中和蜀中 （巴蜀地区）、进而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
古老交通道路系统，包括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和故道、褒斜道、子午道、傥
骆道、阴平道、祁山道以至河南道 （西山道）等重要线路。也有学者从广义角度，

以蜀道概称古代通往巴蜀地区的所有交通线路，亦略可备一说。不过，作为长期以
来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范畴，学界仍多以上述秦陇至巴蜀之间总体呈南北向延伸的交
通路线网络为蜀道，这也基本符合大量传世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反映的史实。

蜀道系统在中国和人类文明史上做出过极为重要而长期持续的贡献，因而具有
举世瞩目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蜀道是东亚大陆起源和形成最早的交通干线系统之一。在传世文献
中，不仅 《史记》《蜀王本纪》等典籍中有关于故道、金牛道等蜀道线路的明确记
载，而且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诸多反映。如 《战国策·秦策》就记载战国中期秦举
巴蜀之后，大修 “通于蜀汉”的栈道，以至达到了 “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程
度。尽管此事已越两千余载，遥想当年，仍不禁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史籍书写
的秦政府上述积极作为，仅仅是大规模改造提升蜀道的系统工程；至于蜀道的开
创，则在夏商周三代以远。如 《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周人联盟部队中引人
注目的蜀军，就是沿着蜀道北上加盟周人联军的。这和文献反映商朝晚期周人已经
开始经营 “江、汉”，开拓南土的史实相符。不仅如此，《尚书》中传统认为更早的
篇章 《禹贡》亦记载了大禹治水于巴蜀，先后于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潜既
导”，“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这就从传说的角度反映虞夏之际，由
巴蜀地区沿着嘉陵江等水系北向延伸的水陆交通体系，已经抵达秦岭以北的渭河、

黄河流域，说明蜀道可能在五帝时代的秦陇和巴蜀之间就已经起源了。此外，《史
记》《大戴礼记》《世本》亦记载了陕甘黄土高原上的黄帝与蜀地土著嫘祖联姻，所
产青阳、昌意二子降居蜀地的古老传说。甚至 《帝王世纪》中相传居于宝鸡一带的
炎帝之母，游华阳亦即秦岭以南的感孕传说等，亦无不隐约透射出秦巴南北族群交
往互动已久的历史，同样反映了交流通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献记载秦陇与巴蜀间族群交通互动的传说，近年来陆续
喜获蜀道沿线考古发现的印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宝鸡竹园沟等处墓地就出土了许
多古蜀文化风格的资料；而城固、洋县一带许多巴蜀文化风格的殷商时期青铜器，

!!"



序
一
　

则在更早些时候就被陆续发现。这些与商周同时期的典型巴蜀文化资料在蜀道沿线
地区的相继出土，确切地证明了蜀道的存在。而投射更早信息的新石器时代资料，

近年来亦纷纷破土面世，如陕西城固宝山遗址的发掘者就明确指出，该遗址二、三
期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存在联系。而四川广元张家坡遗址、邓家坪遗址、绵阳边堆
山遗址、成都宝墩文化均出土具有汉水上游龙山文化特点的黑皮陶。岷江上游新石
器时代晚期遗址群，亦出土马家窑、庙底沟类型彩陶。年代最早的资料，当属广元
中子铺遗址 （距今约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年）出土的陕西前仰韶文化陶三足器的柱状小实
足。这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前述传世文献记载并非古
人的向壁虚构，而是有真实的依据。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具有鲜明独特风格的器物自
己并不能自动流徙往来，它们中有的固然可能是由先民族群间迁徙流动随身携带而
至，但更多的应是在出土地区的产品，归根结底是族群迁徙流动的结果，至少是迁徙
者把早在原居地就形成的工艺技术、审美情趣以至宗教信仰带到新居地后生产出来
的。倘果若此，那显然已是一种深度互动交流和传播的结果，这就有力地揭示：穿行
跨越秦巴山地等地理屏障的交通路线，很早就已经存在了。简言之，蜀道的起源应不
晚于５０００年前，夏商周三代时期已经初步形成，战国中期以降遂逐步形成全貌。

蜀道系统的开发、建设，创造了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观，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交
通干线系统之一。首先，它促进了历史上中国西部的开发，是历史上中国西部人
流、物流和文化信息流的大通道，先后造就了关中、汉中和蜀中三个 “天府”。诸
此 “天府”，尤其是巴蜀，被学者誉为战国以后中华统一帝国的王业之基，其经济、

文化在元代以前常领先天下，即使在明清以后虽不再处于先进之列，但仍然在全国
举足轻重。其次，蜀道的开通、持续存在和发展，为周秦汉唐盛世的形成，为古代
中华多区域、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形成，大一统国家的产生、发展、巩固、繁荣，

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其次，中国西部历来地大物博，族群众多，极为多元
多样，支系纷繁。正是蜀道和茶马古道系统发达的交通，为各族群先民的彼此联
系、交流互动、团结互助、文化融合、和谐共生，以至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
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历史作用。最后，蜀道连通了整个南北丝路和 “一带
一路”，成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大动脉的中枢或曰枢纽型路段。秦陇和巴蜀地区间
的这一数千年来的交通线路网络，尽管其具体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蜀道
体系的上述这一核心或枢纽连接地位和作用，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发挥作用。在我
国今天 “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切实实施历程中，这种作用将更为显著。就此意义
而言，蜀道既是中国和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又不仅仅是遗产，作为人类文
明的纽带，研究、保护和使用、发展好它，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蜀道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因而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历代文献以至图谱
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学界对蜀道的研究也日趋重视，成果颇为丰硕。但这
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川陕之间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荔
枝道等线，其中除故道因有一段途经陇南而被研究所及之外，在整个蜀道系统中非常
重要的陇蜀古道，则论者寥寥。此种状况，与陇蜀古道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极不相
称。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已经正式将蜀道列入申请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预备名录，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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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蜀古道作为蜀道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申遗所必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明显存
在缺憾。因此，陇蜀古道研究的滞后状况必须尽快改变。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学者已
经在这方面迈出了切实的步伐，特别是甘肃本土的学者，近年来不仅大力呼吁倡导陇
蜀古道的研究，而且导乎先路，通过踏踏实实的研究探索和考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
成果。这方面，陇南学者的成绩尤其突出，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青年学者为主，

颇具实力而初显声势的研究集群，覆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文博、艺
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成果兼及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下旬，由政协徽县委员会主办的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
讨会在徽县举行，这是学界首次以陇蜀古道为研讨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全国的

６０余名蜀道研究专家、学者和一批知名作家，以及当地文化工作者１２０余人参加
研讨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５０余篇，内容涉及蜀道学等理论探索，学术现状梳理，

蜀道文艺研究，蜀道线路走向、重要节点及演变考证，蜀道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利
用，以及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研究等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论文集，正是
此次会议的集中成果。论文集的主编均属中青年学者，但精心研究陇蜀古道以至更
为广阔的领域有年，有的已逾十年甚至二十年，探索有素，成绩斐然。书中文章，

马强教授的序言已有精彩的点评，此处无须再赘。但需指出的是，本书不仅是此次
会议的与会文集，也收入了此前学界关于陇蜀古道的若干代表性成果，可谓集研究
探索之大成。如果说这次会议是陇蜀古道研究历程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论文集就是
其内容丰富精彩的碑铭。一书在手，陇蜀古道研究的主要代表性成果即几乎尽入囊
中，对于有志于研究青泥道等陇蜀古道的学者，确实非常有用，功德无量。

蜀道是中国和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是沿线地方最具特色的可持续
发展资源。历史已经证明，很多资源都是一次性的，不可再生，因而传统的发展模
式已经愈来愈遭遇到日益严重的瓶颈约束。而文化的资源不一样，只要使用得当，

不仅可以取精用宏，而且将生生不息，越用越丰富，越用越精彩，从而创造出巨大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就青泥道等陇蜀古道而言，其线路蜿蜒于异常雄奇险秀的自然
风光中，一路都是多元多样的生态资源，而文化遗产资源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极
为丰富而独具特色，亟待学界和沿线地方联手推进科学的梳理、保护工作，为此就
需要深入持续地研究。当然，陇蜀古道研究毕竟仍属起步不久的初期阶段，这一古
道系统自身也由若干线路、节点构成，其各自具体的史实演变、性质特点和相互关
系，以及与整个蜀道的关系，在蜀道网络中的地位等，很多基本问题乃至基本情况
都尚待深入探索。作为人文研究，见仁见智是学术常态。我们认为，只要言之成
理，持之有故，就可以成一说。如此，不同观点越多，就越有助于我们从问题的不
同层面和方向去接近研究对象，从而获得学术研究的真知和进步。本次会议及刚刚
出版的这部论文集，正体现了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探索精神，是一个可
喜的开端，预示着陇蜀古道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和学术繁荣的到来。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于川大竹林村
（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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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马强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为进一步提高陇蜀古道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并积极配合陇蜀古
道的申遗工作，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协在保护地方文化、存史资政方面的重要作
用，由甘肃省陇南市和徽县政协主办的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在徽县隆
重召开，国内蜀道研究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围绕陇蜀古道研究及申遗工作出谋划
策，各发宏论。会后社会反响热烈，媒体纷纷报道，在国内产生了良好的文化宣传
效应。

承蒙大会组委会邀请，我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前往甘肃陇南与会学习，同时实现
多年来去徽县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瞻仰拜谒的心愿。但事不凑巧，徽县会期与教育部
对西南大学的评估时间相冲突，学校要求评估的一周内一线教授一律不要请假离校
外出，以备抽查、座谈。临时请假既未获批准，无奈只好向组委会抱歉答复不能前
来，仅仅向组委会发去了原准备大会演讲的ＰＰＴ。虽然个别人不能与会对研讨会
的召开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自己好多天内一直抱愧，同时也为未能实现陇南徽县
之行遗憾不已。好在徽县的同志宽宏大量，不仅没有责备抱怨，而且在会后不久还
快递来了这次研讨会论文集，使我能够未与会而能对各位专家的鸿篇大著一睹为
快。

寒假中正准备回陕南故乡省亲过年，不意又接到徽县政协仇卓玲女士的来信，

希望我为即将出版的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究论文集》写个序言。虽然我自
感学力不逮，对作序之事向来惶悚，但为徽县同志的古道热肠所深深感动，同时也
感到应该为甘肃陇南的申遗多少做点事情以弥补去秋之失约，于是就勉强应承下
来。春节俗事缠身，直到年后返校才终于有空坐下来，边细细拜读这部厚重的研讨
会论文集，边考虑如何作文，以不辱使命，完成陇南同志交给的任务。同时也想借
此梳理一下自己多年来对陇南历史交通地理及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看法。

一、陇南在蜀道交通史占有重要地位

在蜀道交通史上，陇南实际上占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近二十多年来，随着
蜀道研究的深入开展，不少学者已经愈来愈认识到蜀道交通网络中陇南板块的重要
性。早在新石器时代，陇南就是仰韶文化向西北、西南传播的交汇地带，马家窑文
化、寺洼文化、齐家文化遗迹在白龙江、嘉陵江上游地区均有发现，即是考古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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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秦汉以降，随着中原与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陇南的交通地位日
益彰显，形成诸如祁山道、阴平道、故道诸线。楚汉战争中，屈居汉中的刘邦汉王
集团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取道陇南，“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史记·高
祖本纪》），曹参 “初攻下辨、故道”（《史记·曹丞相世家》）。正是迂回陇南 “出
散入秦”，一举反击三秦成功，拉开了与项羽西楚霸王集团决战的序幕，也从此奠
定了一代赫赫汉朝的根基；著名的三国时期，蜀、魏在秦岭南北展开长期拉锯战，

诸葛亮屯兵汉中，实施蜀汉集团 “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既定策略，重点以陇南
祁山为主攻方向，演出了中国古代史上 “兵出祁山”的悲壮之举。诸多中外学人常
感困惑，常常问及诸葛亮的军事目标首先是西汉故都长安，为什么不直接选择空间
距离较近的秦岭子午道而要如此奔远迂回至祁山 （今甘肃西和县祁山堡一带）？笔
者认为除了诸葛亮有刻意效仿当年汉高祖 “出散入秦”的军事战略理想外，应与陇
南历史政治地理上的高屋建瓴优势 （秦、唐皆起源于陇右），进可攻、退可守，极
具隐蔽性的陇南险道及其陇右地区系秦汉著名的产麦区有密切关系。至于三国末邓
艾剑走偏锋，选择人迹罕至的陇南阴平古道，绕开阳平、剑门险关奇袭江油、绵
竹，迅速攻破成都导致蜀汉灭亡，更是作为中国军事上的奇迹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传颂千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南北分裂割据，但陇南白龙江流域却是东南通往
西北甚至敦煌的交通秘境，氐、羌、汉等各种政治、民族势力交锋于此，因而围绕
争夺仇池等地的军事战争也就十分漫长。这期间，陇蜀古道上常常烽火频传，金戈
铁马，风云际会，因而也促进了陇南通往秦、蜀交通道路的发育。唐宋时期蜀道诸
线交通渐趋繁荣，褒斜道、傥骆道、金牛道、剑阁道的交通繁忙无须细说，即使异
常险峻难行的河池 （今甘肃徽县）境内青泥道也屡有使臣往还，诗人题咏、商旅不
绝，李白、杜甫、元稹等诗人名士对青泥道题咏诗无异于超级宣传广告，李白 《蜀
道难》更使 “青泥道”随着李白的天才诗篇扬名天下，柳宗元 《兴州江运记》、李
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则使 “青泥道”成为历史地理学经典中的一个知名古道语
汇。宋代围绕陇蜀道路的改线和整治，“青泥道”交通成为中央与地方官员的一项
益国惠民工程反复进行。同时，作为关系到宋王朝国计与民族关系的茶马贸易中，

陇南是这一黄金贸易线中举足轻重的交通区域，历史上发挥过非同寻常的作用。为
保证这条重要的商旅通道畅通无阻并提高交通效率，秦陇地方官员曾花大气力整修
陇蜀通道，至今保存在徽县大河店乡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
记》摩崖石刻，真实记录了北宋仁宗景德与至和年间两次疏通改线青泥道的史实，

殊为珍贵。茶马贸易历经唐、宋、元、明几个显赫王朝，直到嘉庆十七年清朝诏令
废止，延续一千余年，期间川北、陕南茶叶源源不断通过陇南运输至西北诸蕃。据
徽县地方史志工作者历险勘察，迄今已经废弃的青泥古道仍然散落着不少茶马贸易
通商碑碣，昭示着昔日这条商旅要道的繁荣与绵延。

在周边陕西、四川蜀道申遗文化工程已经领先且有重要收获而甘肃省古道申遗
相对较滞后的背景下，“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
议，而且也体现了陇南政界、学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文化进取精神，其现实影
响意义已经逸出学术范围，从会后社会热烈反响与诸多省内外媒体的争先报道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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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实这一判断。但同时我们也无须讳言，“青泥道”在中国古代虽然有一定知名
度，毕竟只是蜀道中的一个支线节点，过去学者在蜀道研究中只是捎带涉及，深入
的专题讨论并不多见。这次陇南发起并成功召开的 “陇蜀古道—青泥道”研讨会，

吸引了国内诸多蜀道研究名家，齐聚陇南徽县，共商以 “青泥道”为核心的陇蜀古
道历史地理与现代开发利用，必将把这条重要蜀道支线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诚
为蜀道学术史与申遗史上一件盛事。

二、《陇蜀古道———青泥道研究论文集》汇聚了我国近年来陇蜀古道研
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会议征集多篇专题论文并汇集成册，不仅为研讨会
的成功进行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保障，也集中反映了我国近年来蜀道特别是陇蜀古道
研究的前沿成果。《论文集》计收论文５０余篇，最终录用４４篇，分别从历史学、

文献学、古代文学、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对以 “青泥道”为重点的陇蜀古道进行了
多维、多学科的全面探讨，其中不乏富于学术创见与分量厚重者。这里择其要者略
加评述，以抒学习心得之一二。

高天佑先生是国内陇蜀古道较早的研究者之一，其 《陇蜀古道考略》虽作于

２３年前，但至今仍不失真知灼见，其中对于 “陇蜀古道”概念的提出与其分支道
路的归类分析，实具爬梳草创之功，应视为我国学者陇蜀古道研究中的代表作之
一；高先生另一篇 《蜀道学刍议》，则从理论上和学科建设方面将蜀道研究提高到
专门学问的高度，并给予了充分的论证，视野广阔，高瞻远瞩，古为今用，持之有
据，言之成理，读后颇受启发。蒲向明先生 《关于陇蜀古道的文献和文学考察》，

以深厚的历史文献学功底全面系统钩沉阐释了大量有关历史文献与文学文献，对陇
蜀古道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论证，并从文献的梳理中重点探讨了故道、

祁山古道及分支阴平道、河南道的变迁及其学术史上的疑案问题。孙启祥先生 《故
道简论》以宽广的历史视野，从宏观的历史背景上探讨了蜀道主线之一的故道历史
变迁，并运用历史地理考证方法对故道研究中诸多讹误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学术批
评，澄清了故道研究认识中的不少误区。作者研究陇蜀古道有年，并且在陇南蜀道
申遗研究中有敏锐的前瞻性，其早先在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 《论陇南古
道在蜀道申遗中的地位和优势》，旁征博引，论证有力，应该是陇蜀古道申遗中的
一篇重要文献，颇可作为陇蜀古道申遗的重要参考。王使臻先生 《唐宋陇蜀古道研
究：基于文物和出土文献的考察》通过大量陇蜀古道沿线出土的历史文物及其作者
所擅长的相关敦煌文献，为唐宋青泥道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资料。梁中
效先生 《论唐宋青泥路的变迁及文化地位》运用大量历史文献与地方石刻资料，对
蜀道交通全盛时期的唐宋青泥道的行经路线、沿线重要军事节点、路线变迁、交通
盛衰及其相关历史事件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对唐宋青泥道相关诗词美文及其青
泥道的文化意义作了探讨，对于认识这一时段青泥道的存在、变迁及文化史价值有
重要启发意义。苏海洋先生的 《论青泥道的时空特征与独特价值》则从历史地理学
的空间理论和 “文化线路”理论出发，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卫星图片对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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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泥道里程、线路走向变化进行了缜密的复原与定位，复原了青泥古道线路的具
体走向和沿途所经，厘清了古代青泥道从徽县银杏镇 （唐代河池县所在地）东南经
青泥河店子 （唐代青泥驿所在地）至白水镇，最后由白水镇西至白水江 （唐代长举
县所在地）的具体交通路线，并且指出青泥线全长２８．６２公里 （合唐五十三里），

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青泥驿至长举县的里程完全符合，这无疑是采用科学方法对青泥
古道的一次扎实研究。一方面将青泥古道的路线与走向清楚地揭示出来，也使相关
的古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得到坐实，是一篇颇有学术分量的论文。陶喻之先生多年关
注陕南及蜀道，尤其偏重于栈道石刻、书画、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探微
烛幽、富有新见的论著，此次为会议提交了 《历代栈道图考述》等７篇论文，全面
展示了陶先生近年来在蜀道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其中多为有关蜀道书画、诗歌的新
探讨，为进一步认识蜀道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提供了论证。

此外，《论文集》所收一批陇南地方学者的论文提供了诸多地方史志资料和真
知远见，也十分珍贵。曹鹏雁先生长期致力于嘉陵江上游与青泥古道研究，并且多
次深入荒莽古道进行实地考察并发表不少颇有价值的考察纪实文章，此次提交的
《徽县通秦州古道与明代火站批验茶引所》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所见所感，对
徽县通秦州的古道及其文化内涵作了深入阐释，以小见大，颇见功底。石志刚先生
则对后世鲜有关注的北宋以后的白水路及其路线变迁进行了讨论，特别是结合徽县
地方文献与文物资料对宋元明清白水路的交通、功能、生态、重修及其与现代十天
高速公路关系等的复原论证，对于认识 “后青泥道时代”的陇南交通变迁有重要意
义。

总之，这部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历史文化专家研究蜀道，特别是陇蜀古道及青泥
道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不少论文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观点创新，特别是部分实
地考察参之以历史文献写成的论文，重要的科学价值不言而喻。

三、陇南蜀道研究及其申遗，必将助推陇南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蜀道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交通要道，历史悠久，古迹密集，文化底蕴深厚，又是
一条重要的文化遗产之路。这一丰富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国，也应该
为世界所认知与共享。因而早在十多年前，一批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并推动 “蜀道
申遗”，并且愈来愈得到国家与地方政府的重视，四川、重庆、陕西等地纷纷投入
了这场于国于民于历史大有裨益的文化工程，其中四川省的蜀道申遗最为积极热
情，走在前面，且已取得重大突破。实际上蜀道申遗，从文化遗址分布的实际状况
而言，应该由陕、甘、川蜀道沿线各有关城市和地区共同整合，联合申请。正如

２０１５年湘、鄂、黔三省联合将土司遗址成功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为我国跨地 “申遗”创造了成功范例，值得借鉴。

就蜀道文化遗迹而言，虽然陕、甘、川均有分布，但主要还是分布在陕、甘二
省，如栈道遗迹，四川境内并不多。特别是陇南段蜀道诸线的古祁山道、青泥道、

阴平道、陈仓道西段，遗存大量石刻、石窟、摩崖、古津渡、桥梁、古祠堂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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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遗迹十分富集却鲜为人知。目前陕、甘、川申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省步调
不一致，缺乏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学术研究与政府机构脱节，一些重要的古道文
化遗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经济开发式的破坏仍然时有发生，一些蜀道历
史遗迹景点商业包装气息过分浓厚，蜀道沿线特别是甘肃省的蜀道文化遗产家底仍
缺乏确切数据等。

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者，我强烈建议：首先，应当尽快组织成立甘肃或
陇南蜀道申遗领导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其次，应当组织包括高校、文博、考
古、方志、旅游部门的专家学者，尽快对陕、甘、川境内的蜀道古迹进行彻底调
查、统计、分析、整理、建档，并形成清单；其三，精选其中有重大历史文化意义
的若干遗址和文化线路写出论证报告，上报国家负责申遗机构备选，如陇南境内的
摩天岭、祁山堡、青泥岭、盐官镇，诗圣杜甫在陇南的行走路线，陇南境内的茶马
古道等均应该给予充分重视；其四，组织陕、甘、川相关学者集中精力，撰写出版
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蜀道文化专著，为蜀道申遗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在文化资源方
面，陇南市境内的伏羲文化、赢秦文化、乞巧文化、三国文化、陇蜀古道文化等皆
值得深入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说，《陇蜀古道—青泥道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对于
陇南的蜀道研究与申遗及其在国内外的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必将发挥积极、深远的
助推作用。

时至深夜，窗外嘉陵江的夜风习习掠过，芬芳的花香带来些许早春的讯息。拜
读诸篇研讨陇蜀古道之宏文，不禁思接千载，心萦青泥古道，神往陇南胜迹，竟渐
兴奋而无倦意。于是，随笔草成这些断断续续的感想，权作为序。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２日于重庆北碚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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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ＧＰＳ、ＲＳ及ＧＩＳ技术在蜀道及茶马古道考古调查中的应用 郑国穆 （３１２）…
《蜀道难》系列诗歌的承继与发展 任梦一 （３２０）………………………………………

宋琬 《栈道平歌为贾胶侯尚书作》的文学价值

　———兼与李白 《蜀道难》比较 王　平 （３２８）………………………………………

徽县虞关乡 《许清虞关修路摩崖碑记》新识 冉加强 （３３３）…………………………

关陇军事家马援的悲剧与启示 吕　方 （３３６）…………………………………………

青泥岭诸多历史载述与发展旅游业的思考 龙青山 （３４２）……………………………

透过历史看陇蜀古道 甘　宏 （３４６）……………………………………………………

诗山画岭话青泥

　———兼述其在蜀道申遗工作中的价值体现 高　敏 （３４７）…………………………
“陇蜀古道—青泥道”学术研讨会 （２０１５）述评 苏海洋 （３５８）………………………

后　记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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