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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潘　琦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套 “忆南宁丛书”，分 《水问邕

江》、《邕州盐道》、《食在南宁》、《邕江码头》、《南宁圩市》、《邕

州泉井》等集，作者是南宁籍作家、南宁日报社副总编辑潘伟胜。

几本书稿写出来之后，伟胜同志送到我办公室，请我分别给

这些书写序。我细读了这些书稿，觉得挺有意思。但要每本书都

写篇序，似不必要。因为这套书可能要出若干本，作为套书写篇

总序为宜，且每本书作者都有后记，对该书的写作目的、内容和

创作感受、感悟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各书再写篇序，就显得有些

画蛇添足了。经与伟胜商量，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边陲城

市，古代属百越之地。唐贞观年间被命名为 “邕州”，因而简称

“邕”。从宋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年）起，邕州人便开始建城墙，筑楼

阁，挖城壕，令邕州成为岭南的一个重镇。因此，邕州的人文景

观资源十分丰富。早在宋代，就有 “邕州八景”之说。随着历史

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自然的更新，邕州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古往今来，有许多文人墨客、社会名流，撰写了诸多关于南

宁风土人情、民族风俗、地理风光的佳文诗篇，历史上各个时期

修编的志史书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描述和记载，但都是 “散装”

的，不系统，不完整。时至今日，这些作品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

今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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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们开始关注邕江、邕城诸多文化元素的整合与研究，以推

动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

潘伟胜同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怀着对邕州这片

故土的挚爱，从本世纪初，就开始收集邕州城的有关史料、民间

传说、风土民情和文物景观，并着手整理，采访写作，编撰成册。

丛书的第一集 《水问邕江》于２０１１年３月正式出版，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接着，他又一鼓作气，

写就了 《食在南宁》、《邕州盐道》等书稿。他表示还要一直写下

去，完成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

《水问 邕 江》是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关 于 邕 江 故 事 的 书。邕

江———南宁的母亲河，似玉带贯穿邕城东西，孕育了沿岸多姿多

彩的风土人情，流传着许多传奇的水的故事。作者用丰厚翔实的

历史资料和邕江流域民间流传的故事，以点、线、面的立体结构，

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全景式地再现了邕江文明的源流，展示了

邕江之水的生命脉络，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邕江亿万年的沧海桑

田、千万载的文明变迁，记录了邕江两岸依水而居的壮族先民、

城市居民，他们的面孔，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情感，他们衣

食住行的真实故事，勾勒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动人画卷，表现了

邕江作为南宁母亲河的重大主题，为南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研

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食在南宁》是一本很有趣的 “食谱”性的集子。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古往今来，可见人对食之重视，对食的关注。我

常对朋友说，一个人一生只为两张皮：一是肚皮，二是脸皮。当

人的肚皮没有填饱时，往往是顾不了脸皮的。这通俗地说明了食

之重要。《食在南宁》广征博引、正本清源、幽默风趣、通俗易懂

地给读者详尽地介绍了如何食得好、何地有好食、何物最好食等

一系列关于食、美食、善食的问题。伟胜同志凭借着自己曾直接



总
　
序

３　　　　

从事过饮食行业，对南宁食文化的钟爱和执着的研究，收集了大

量关于南宁饮食发展的史料、故事、传说，以及各地不同的饮食

习惯。给人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南宁饮食历史、饮食故事、

饮食知识、饮食风俗等。通篇文章风趣幽默，语言生动质朴，趣

味横生，令人垂涎三尺。使我们从中感受到 “邕味之味”以及丰

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此书是南宁旅游和饮食的最佳 “食导”和

“食谱”！

《邕州盐道》是以 “盐”这个人们生活中无法离开、丢弃的必

需品，讲述了一系列关于盐的制作、运输、交换、争斗和人们生

活中发生的故事。南宋时期，广西至云南的商品交流是通过茶马

古道运输的，流通的商品以茶叶、马匹、盐巴、瓷器为主，被称

为我国西南的 “丝绸之路”。南宁地处桂东南与桂西南结合部，很

多商品都经南宁过茶马古道，邕州盐道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

邕州盐道还是与 “茶马古道”比肩齐辉的 “盐马古道”，是一条聚

满历史文化遗产珍宝的 “文化线路”，是宋朝重要的生命线、交通

线、风景线，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通往西南古国 “水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通道。作者抓住了 “盐”这个带有神秘传奇历史文

化色彩的载体，引出了许多惊心动魄、耐人寻味的故事。作者写

盐道，其目的是以盐为独特的视角，探索、推演时空，展示邕州

的演变史、人文史、民俗史和文明史。真可谓 “写邕州盐道，窥

南宁历史”。我们通过这本集子，避开喧嚣的当世，拂去历史的尘

埃，会发现历史上发生的那么多的人和事，竟然都和盐有关。有

的是为争盐而战，有的是因失盐而败，有的是因得盐而胜。凡此

种种，给读者带来许多深层次的思考与感怀。以史为鉴知兴替。

这正是 《邕州盐道》的可贵之处，很值得一读。

上面说的，是我读这些集子过程中的感受与感悟。“忆南宁丛

书”还在不断地撰写，连续出版。此序就不作一一介绍了。丛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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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每本集子，字数都不太多，文章也不太长，文字言简意赅，

很易阅读。读者自能玩味，顿生感悟，不待繁言。我想起一位哲

人的话：作品如万花筒般闪烁变化，无穷无尽。伟胜同志的作品，

富有魅力的比喻，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其对人情世态、人物心理

的熟知深察，对生活、对历史的深刻认识。艺术涵养的充裕准备，

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的结合，就使作品闪耀着思想和哲理的光芒。

从伟胜同志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光芒，找到了通向读者的心

灵之路！

正视人生，热爱生活。尽心尽责，执着追求。这在一个作家，

比技巧熟练的更可贵，何止百倍。这在一篇作品、一部著作中，

其可宝贵，亦何止百倍。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作家，像伟胜同志

一样，能怀着一颗爱心、热心、真心、诚心，创作出更多更好、

读者喜欢、生活受用、市场欢迎、丰富文化、有助经济的作品来，

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

出贡献！

是为序。

（作者系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现任广西壮族

自治区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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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万水　问道盐道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版图上，隐秘着一条与 “茶马古道”比肩
齐辉的古道 “盐马古道”———邕州盐道。

邕州盐道，沉睡千年。如今，她 “一觉醒来”，正向人们撩起
她神秘的面纱———

邕州盐道，是一条足以使南宁人自豪和骄傲的古代 “文化线
路”，是一条聚满历史文化珍宝的 “文化线路”。

“文化线路”，是目前世界上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命题，是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文化线路”的提出，源于１９９４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文
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大会，与会专家首次提出了 “文化线路”的
概念，唯一性和完整性是不可或缺的指标。

“文化线路”的发现和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在我国岭
南地区，在广西， “文化线路”尚属空白。邕州盐道的发现和研
究，填补了我国南方和广西，以及更广泛地区 “文化线路”的空
白。为南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写下了浓重绚丽多彩的一笔。

邕州盐道，盐马古道，从唐宋开始，至清末民初，历经千年，

是一条崎岖绵延的千年古道。

邕州盐道的发现和研究，是对 “文化线路”概念和命题最好
的诠释和解读。

古邕州的先民以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精神，

克服重重困难，开凿开通了 “海上丝绸之路”通向 “水上丝绸之
路”的 “邕州盐道”，留下了大量城镇、舟楫、驿站、古宅、庙
宇、石刻、楹联、墓葬等珍贵文化遗存，以及保存在民族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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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更赋予邕州盐道无穷的魅力。

由于古代邕州经历广南西路、邕州道、邕管等历史沿革和建
制及历朝历代更替，管辖范围涵盖了左江、右江、邕江、红水河
等广大地区，因此邕州盐道横贯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区的高山
峡谷、崇山峻岭、江河湖海、边疆村寨，地域文化、人文风情，

堪称世所罕见。所以，邕州盐道堪称中国历史版图上一条聚满历
史文化遗产珍宝的 “文化线路”。

邕州盐道 “文化线路”，有被誉为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北
部湾钦廉产盐区，中国与东南亚海上对外贸易的钦州博易场；有
左江流域古代最大博易场———永平寨博易场，举世闻名的左江崖
壁画；有邕江流域中国水族发源地邕州岜虽山；有珠江的源头，

南盘江的发源地红水河流域；有珠江流域中国史前文化发源地和
稻作文化发源地之一———邕宁顶蛳山文化遗址；有右江流域中国
宋朝的生命线，中国古代最大的 “盐马互市”博易场横山寨博易
场。在左江流域、右江流域、红水河流域，有具有壮族重要历史
特征、延续千年的土司制度，有平果旧城寨城山、马山乔利圩、

武鸣府城圩土司制思恩府署遗址；在郁江的正源右江流域，有古
句町国遗址；在右江源头驮娘江，有壮族文字 “活化石”坡芽歌
书发现地，“水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邕州盐道 “文化线路”的终
点，被誉为 “滇粤津关”的云南千年古镇剥隘。

邕州盐道，作为中国古代存在年代最长、跨越地域最广、跨
越朝代最多、线路最为曲折艰难的古道之一，是中国 “文化线路”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南宁历史，又多了一份厚重和沧桑。

邕州盐道，是保存至今的千年交通文化遗存。

邕州盐道，不仅是一条简单的交通通道，更是区域文化的纽
带、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标本，是邕州先民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
象征。

邕州盐道，在中国古代人文史、城市史、民族史、交通史、

贸易史、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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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州盐道，“上稽往古，下逮今兹，其山川之险峻，风俗之淳
浇，物产之丰穑，疆域之广狭，事迹之废存，人物之优劣，典章
之兴华”，令人称奇。

邕州盐道，是南宁的，也是广西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遗憾的是，古往今来，人们更多的，只知道有 “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川、藏 “金三
角”的丛林草莽中，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传播古道之一。

茶马古道，起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
于明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再度兴盛。分为川藏、滇藏两路，

连接川、滇、藏，延伸至不丹、尼泊尔、印度，直至西非西亚红
海沿岸。滇藏古道形成于公元６世纪后期，是中国与南亚一条重
要的贸易通道。

邕州盐道 “盐马古道”的发现，足可与茶马古道相提并论。

邕州盐道，起源于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钦廉产盐区，从
蔚蓝色的北部湾大海，穿越高山峡谷，进入珠江流域邕江，抵达
右江河谷源头——— “水上丝绸之路”起点、邕州盐道终点云南剥
隘。

邕州盐道，横贯粤、桂、滇三省区，是古代中国跨越线路最
长、跨越省区最广、跨越朝代最多、线路最为艰险的古道之一，

在中国历史版图上弥足珍贵。

邕州盐道，从海洋延伸至内陆，从蔚蓝色的北部湾畔延绵至
生生不息的邕江，再到奔腾向前的右江，汇入云贵高原的驮娘江。

形成了涵盖岭南和云贵诸少数民族特色和元素，独具特色的海洋
文化、岭南文化、壮族文化、中原文化、邕江文化、左江文化、

右江文化、红水河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稻作文化、山林
文化、江河文化、铜鼓文化、戏剧文化、歌圩文化等诸多领域。

普洱是茶马古道独具特色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起源于
宋代的 “茶马互市”，民间的盐和军队的马交易，互补性很强的茶
马交易，使 “茶马互市”应运而生，千百年来，在横断山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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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间南来北往，生生不息。
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

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称谓，
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壮观、人文文化丰富的古道。

虽然史书对邕州盐道 “盐马古道”未有记载，但是邕州盐道
的发现、发掘、研究，更令我们敬畏和自豪。

邕州盐道，是一条绵延不绝、神秘莫测的古代盐道，“盐马古
道”与 “茶马古道”并肩争辉，是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通向
“水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唐宋王朝的生命线、交通线、风
景线，是中国与东南亚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广西陆地的发展史，也许有助于我们探究邕州盐道的成因。
据 《广西历史知识》记载，广西陆地发展史，可追溯到十多

亿年前。
当时，广西是一片海洋，到中元古代末，发生了强烈的地壳

运动，导致该地区陆地隆起下沉。约四亿年前，广西发生大规模
的地壳运动，称 “广西运动”。除钦州、玉林外，广大地区地壳上
升，海水退出，这在广西地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约两亿年前，东南亚地壳发生强烈运动，称为 “印支运动”，
广西区域升出海面。

嗣后，广西在一亿年前又受到强烈的燕山运动，形成了广西
陆地的基本构架，北部湾沉沦为海。

古往今来，邕州盐道，山连山，水连水，一衣带水，唇齿相
依。“海”、“江”、“河”互联互通，把蔚蓝色的北部湾、奔腾不息
的邕江、古老神奇的右江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源远流长，生生不
息。

从历史记载，绵延数千里的崇山峻岭，我们又可看出，邕州
盐道，原本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通向 “水上丝绸之路”的必经
之路和重要通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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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宁县志》解读邕州盐道

据民国 《邕宁县志》记载：“县之山凡三干，皆导诸云南文山
县之文山。郁江以北诸山，命曰封陵之干。自云南文山县，稍北
为麒麟山，入宣宁县，为红石板郎木王速部诸山，入广西西隆诸
境为金钟山，在凌云县为青龙山，在百色县为仙桥山，在恩隆县
为隆山，在思林县为逢山、波芨山，在那马县为六部苏玮龙崖诸
山，在隆山县为天堂岭，在上林、武鸣间，突起为大明山，绵亘
数百重，入宾阳永淳间，为领方山，宾阳永淳横贵间，为震龙山，
入贵县为龙山，桂平为西山，至黔、郁合流处止，山阴之水入红
水河，山阳之水入郁江，其自大明山南端登台山，入宾阳为古漏
关。左右两江间诸山，命曰都龙之干。山阴之水入右江，山阳之
水入左江，郁江以南诸山，命曰苟屚之干。”

邕州盐道所经地区江河流域的历史沿革，也是邕州盐道成因
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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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流域位于云贵高原和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右江是郁江
的正源。自从盘古开天地，右江奔流不息。夏商周时期，作为岭
南西部的右江流域，是 “雒越”族聚居的 “蛮荒之地”，驮娘江就
是古句町国遗址。

右江发源于云南广南大冲脑色山，向南流入广西百色西林，

从西林至田林瓦村称驮娘江，瓦村至百色罗村称剥隘河，流至百
色与发源于凌云的澄碧河汇合，成右江上游。

右江中下游是百色至南宁宋村与左江汇合而成的邕江。

邕州盐道，成就了宋王朝的生命线 “盐马古道”，成就了宋朝
最大的 “盐马互市”交易场———横山寨博易场。

横山寨 （古属邕州辖，现百色田东），是邕州盐道独具特色的
货物集散地和中转集散地。起源于唐宋时期的 “盐马互市”，官盐
和民盐与军队的马交易，互补性极强的 “盐马互市”，形成了 “盐
马古道”，使 “横山市马”成为宋朝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邕州盐道起源于邕州道。

邕州道，是指以邕州博易中心向西和西北大理国的商道。

历代中央王朝相继开辟流经该地区的通道，用于交通和战争
等需要。

早在唐朝，就打通了由 “四川—贵州—百色—南宁”以及
“云南—百色—南宁”的重要通道。

据 《册府元龟》记载，唐贞观十三年 （６３９年）六月，渝州
（今重庆）人侯弘仁从牂牁到西赵杨蒲等地，经邕州打通了 “桂
道”。

《资治通鉴》记载： “唐贞观十三年夏六月，渝州侯弘仁开牂
牁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

严耕望在 《唐交通图考》中记载：“桂道由贵州关岭向南沿北
盘江而下，经贞丰，顺右江而下到邕州。”可见，此路由四川通贵
州，又由贵州进入广西邕州。

另外，由邕州经横山，百色与云南富州相通，也是一条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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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道和买马路。这也正是 “盐马古道”邕州盐道文化线路的重
要通道和载体。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乾符五年 （８７８年），南诏派使臣
到邕州通好。唐岭南节度使又派使臣徐文虔到南诏回访，到达善
阐府。“从邕州到善阐，有四十七程”，可见，唐代 “邕州道”已
经开通，到宋代则成了朝廷重要的生命线和交通贸易通道。

南宋在邕州辖区设横山寨博易场、永平寨博易场、钦州博易
场。古籍记载：“从横山往北经泗城过盘江，入贵州及云南境，其
为对大理以马匹贸易为中心的大市场，因横山寨属邕州，故称邕
州马市。”

广西向宋朝廷提供的广马和南马，实际是云贵的 “西马”。西
马以大理为主，还有自杞、特磨、罗殿等地，以上地区至横山寨
的买马路，在云贵高原东南侧，是从高原进入广西丘陵平原，通
往中原和沿海的捷径。

《广西郡县志》记载：“田野宽广，轩豁秀丽，石山起伏蜿蜒，

敷为平原，两水绕水合流而入巨浸，江水既通，商贸辐辏，益比
内地。”

横山寨得地利之势，水路下达邕州，陆路可通大西南古国、

交趾等，成为南中国颇具特色的大集。

横山寨博易场，主要是马匹交易，以官方贸易为主，也有民
间商人贸易，是滇、黔、桂民间贸易的重要集市。云贵主要货物
有 “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材”。广西货物有
“壮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其中盐是最重要的交易
物品。如果说川、陕是 “以茶易马”，广西则是 “盐马贸易”，盐
马古道应运而生。

据古籍记载：“旧日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民甚苦之，绍
兴十九年，逮陈 为经略使，始以官钱募小校运送，若盐无阙失，

则使部良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为例。”

邕州道以横山寨为枢纽，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唯一与大理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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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纽带，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宋朝廷利用
招抚、羁縻等手段，对西南诸民族和大理国进行统治，维系了宋
与大理国的关系，冲破了民族的界限，打破了大理国小国寡民的
隔绝状态。“市马为媒”，增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经济发展，抵
制了交趾北犯。“保卫边疆，夷汉交流”。

横山寨的沉沦令人扼腕。元朝忽必烈率蒙古军灭大理国，屯
兵大理四处征讨，马源断绝。南宋朝廷广西买马中止。蒙古军骑
兵由特磨道突入右江，在横山寨之上奉议坊安营扎寨，南宋 《可
斋杂稿》记载：“蒙古铁骑三千，蛮僰人呼啸而入，通过自杞国，

特磨道市马路，直扑横山寨，再扫邕州，直入静江府。坚守横山
寨众将士血战数日，皆数战死，横山寨沉没于火海血海中。”

横山寨从北宋置市，至南宋开庆元年 （１２５９年）被攻破，繁
盛二百多年。后因战乱沉沦，元朝统一中国，横山寨被废弃。

邕州道，自唐开通，兴盛于宋，萎缩于明清，民国之后再度
兴起。

《大理纪行》记载： “其官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
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其规模、服色、动
作，云为略本于汉，自后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可见，古邕州
道影响之深远。

邕州盐道，盐马古道，从唐宋开始，至清末民初，历经千年，

是一条崎岖绵延的千年古道。

邕州盐道，是 “海上丝绸之路”通往 “水上丝绸之路”的交
通线、风景线、生命线。

邕州盐道，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邕州盐道，是岭南、西南民族文化原生态、保存完好、多姿
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邕州盐道，成千上万辛勤劳苦的挑夫和马帮，披荆斩棘，风
餐露宿，在充满咸涩味的大海边，在山林深谷，在深沟险滩中艰
难前行。这种独特的经历，造就了邕州先民刚毅、智慧、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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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和包容并蓄的性格，他们用心血、汗水、生命，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铸成了流芳百世的人生之路、探索之路、生命之路。

邕州盐道的历史人文价值在于，她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
丰富多彩的自然人文景观，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遗痕。数不清的
自然景观、人文遗产，道不尽的腥风血雨、缠绵悱恻的历史故事。

邕州盐道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
生动体现。

邕州盐道，作为具有唯一性、代表性的中国 “文化线路”珍
贵遗产，绵延千百里，镌刻在中国历史的版图上，成为自然与人
类共生的标本，展示了多元文化对话、开放融合的重要特征。

保护好邕州盐道，就是保护我们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邕州盐道这一珍贵的 “文

化线路”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为南宁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穿越绵延数千里的民族文化走廊，寻访多民族生养蕃息的家
园，体验历史悲喜剧的人生舞台。

海上升明月，问道邕州道。
邕州盐道，为遥远的东方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的色彩，为

邕州这座古老的城邑平添了几分神圣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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邕州盐道　千古寻踪

盐，为五味之首。
盐，又是五味之中最单纯、最重要的一味。
盐，是生命之要素，生活之必需。
盐，有时虽咸涩难咽，但却孕育出江河大海的艳丽，中华民

族的文明。
盐，能影响历史，决定国运，引发战争，改变人生，因为它

能代表权力和财富。
《汉书·食货志》记载：“夫盐者，食肴之将。”
美国学者恩斯明格说： “食盐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甚至人类文化也是在盐的周围发展起来的。”
邕州盐道，是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标本，盐马古道，人文山水，

交相辉映，源远流长，构成了邕州盐道的独特神韵。
邕州盐道的精华，在于它是 “活的文物”。更深层次的涵义在

于，邕州先民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人类活动不是破坏自然，而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理念。

邕州盐道的功能、价值、作用，充分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
邕州盐道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的理念。
古邕州先民，以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精神，

克服重重困难，辟开自然屏障，开凿开通了举世瞩目的 “海上丝
绸之路”通向 “水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在漫长的历史中，无数
的官吏商贾、文人兵卒，行进在这条古道上，留下了大量城镇、
舟楫、驿站、古宅、庙宇、石刻、楹联、书画、墓葬，以及保存
在民族记忆中的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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