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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领导们、朋友们：

　　下午好。

　　从大家脸上可以看出，诸位还沉浸在十九大胜利闭幕和学习贯彻十九大的喜庆气氛

中。感谢大家来为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捧场助威。

　　路，都在走。蜀道这条路，四川人都不陌生。它已被列入国家的世界遗产预备名

单，四川省政府也正在为蜀道申遗做全面的工作部署。但是以拓片形式，从题记这个方

面来展示蜀道的魅力，传播蜀道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可能是第一家。坦率地说，做这

样的决策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我们的勇气就来自蜀道上成千上万的石刻题记这一丰富的

文物资源。

　　为什么能推出这样一个展览呢？

　　事情要从2005年说起。从那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设立了西部考古探险中

心。坚持了十多年的西部考古探险，到现在为止已考察了16条四川或穿越四川的文化线

路。目前，我们还正在谋划把考古探险学术活动延伸到国外去。现在，西部考古探险中

心已成为业内在国内外都很知名的品牌了。因此，常常有朋友向我咨询哪里的古道最值

得考察，我不假思索地向他们推荐四川的古道。我对他们说，世上古道千千万，唯有四

川古道“耐吃”又耐看。若您不信的话听我细说：若要想吃得饱，可走米仓道；若饭后

还想吃上鲜果的话，再走走荔枝；若途中小憩想喝点什么的话，就要选茶马古道；若

要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应当去走川滇盐道；若您还想富甲一方，那就必须走走金牛道

了。请问普天之下的道路，哪里的古道能与四川相比呢？至于耐看嘛，有无限的自然风

光、众多的文物古迹，还有见证了古道沧桑、本身已是道路的一部分的无数的石刻题

记——最后这一点，相信大家一会儿看了展览就深有体会了。

　　蜀道上有题记，人尽皆知。蜀道上有历朝历代成千上万的题记，知之者大概不多。

从十多年前我们在蜀道上探险考古就注意到了，然后就开始搜集。功夫不负有心人，而

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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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有数千张我们自拓的拓片，虽不敢说集腋成裘，但也可谓是积少成多，积土成山吧。

这正像展品中的一副对联所云：“细流不择能成海，撮土虽微可助山”。2017年年初，我

们和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的同行谈及我们在做的工作时，双方深感交流甚晚，真是一拍即

合，于是立即联手起来，于3、4月份拓制了苍溪县寻乐书岩的所有石刻题记。

　　上半年，获悉十九大将于今秋召开，新蜀道西城高铁也将于年底前正式开通，蜀道申

遗进入冲刺阶段，我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商量策划了这个展览。

　　蜀道是古代蜀人征服自然的奇迹。蜀道难，因李白的吟唱而天下闻名。郭沫若说蜀道

奇，知道的就不多了。今天说蜀道上有无数的石刻题记，知道的就少之又少了。难也好，

奇也罢，少也罢，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护好蜀道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发掘文化价

值，讲好蜀道故事——让蜀道活起来。蜀道上的各种题记也是丰富的文化资源，是让蜀道

活起来的灵丹妙药，我们同样应该重视它、保护它、研究它，并将其广为传播。

　　随着交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古老蜀道的经济交通作用、文化传播功能已经失去。但

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从那里能看到父辈们祖辈们远去的背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肩挑背

磨、洒满汗水的道路，是我们共同的乡愁。

　　我们相信，看看蜀道，能找回我们四川人的文化自信。

　　我们还相信，走走蜀道，能增强我们四川人的道路自信。

　　感谢省文化厅文物局的支持。

　　感谢蜀道沿线各相关单位的帮助。

　　感谢省图书馆提供场地。

　　感谢来宾的捧场指导，而且还耐着性子听我唠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高大伦

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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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句古诗，千年流传。

　　巴蜀大地，四周皆是崇山峻岭，是这里的人们与外界联系的巨大障碍。但人

类的创造力是无穷的，考古资料显示，从商周时期开始，这里便与外界有着文化

的联系。战国时期，人们通过开山造路、栈道搭架等技术，逐步形成了今日的蜀

道，至今已3000余年。蜀道的艰险、奇峻，赋予了她独特的魅力。

　　除了险峻的道路本身，漫漫长河中，她又为我们留下了五丁开山的浪漫传

说，留下了灿烂的三国文化遗迹、唐宋诗词文化、石窟文化等一颗颗熠熠生辉的

明珠。在这些珍宝中，散落于蜀道沿线的大量古今碑刻，无声地见证着这条伟大

道路的历史。

　　这些碑刻中，既有开凿于悬崖峭壁上，尺幅巨大的诗歌题咏；也有开凿于崖

洞内，为家族传承的家训家规、劝学导言；还有为修路架桥、开凿石窟种种功德

而刻的修路记、功德碑、发愿文等。可谓内容丰富、气象万千。其时代可以早

至秦汉、晚至明清民国。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书法艺术形式也在众多的碑刻中

一一体现，这些大都无名的艺术家为后人展示了一幅幅精彩纷呈的民间书法艺

术。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希望我们挑选的这些碑刻艺术展

品，能带您在这方寸之间，须臾之刻，体验蜀道千年历史、万里盛景。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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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悠悠古道

“蜀道”指历史上陕西至四川

之间的数条道路交通系统。蜀道通

过打通秦岭、大巴山两大山系，联

系起陕西关中平原、汉中平原及四

川盆地，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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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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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道开辟于商周之际，正式开通于战国时期，一直

使用至民国年间，前后延续3000多年，是连接北方、中

原地区与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道路体系，促进了中国南北

两地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文化的沟通与

融合，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内部有多条线路，一般有“北四南三”或“北四

南四”的说法。北边自西向东，有故道（嘉陵道）、褒

斜道、傥骆道、子午道4条，南边自西向东有阴平道、金

牛道、米仓道、荔枝道4条。南边的4条线路皆经过四川

地区，其主要目的地即是四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成都。本次展览所收录的题记拓片皆是分布在四川境内

的蜀道沿线地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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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蜀道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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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

见证了中华大地文明互相交流、融

合的过程。蜀道沿线有丰富的文化

遗产，其中，大量的碑刻、摩崖石

刻是重要组成部分，是蜀道丰富内

涵的见证，也是蜀道作为实体存在

的重要依据。



汉中褒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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