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人类文明起源，有一个永恒谜题。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

都难以存续，而中华文明不但传承远古至今，而且
越发兴旺。中华文明的 DNA中，究竟是什么基因
战胜了困难与挑战？

蜀道初通 中华共祖

种种上古文献揭示，中华文明的远古火种，或
于古蜀燃起；黄帝统一中华，必经蜀道！

战炎帝于阪泉、战蚩尤于涿鹿，黄帝第一次统
一中华。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打的是综
合实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么黄帝
的治所在哪，他的经济命脉靠啥，他的动员和运输
如何进行？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
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
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
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

黄帝治所“轩辕之丘”在哪呢？
历史学博士后、重庆大学贾雯鹤教授撰文指

出，黄帝之国和岷山紧密相连。《山海经·海外西
经》云：“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
岁。在女子国北。”晋郭璞注：“其国在山南边也。

《大荒经》曰：岷山之南。”郝懿行疏：“《大荒西经》
说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此云岷山者，以大江出岷山
故也。”贾雯鹤引郭璞观点，认为穷山就是岷山。或
又一说，穷山，可能是“邛”山的谐音，四川名“邛”
的地点颇多，邛海、邛崃等，古文献也不乏邛杖、邛
人等记载。

《西山经》又云：“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
焉，南流注于黑水。”一说黑水即岷江，轩辕之丘乃
岷江源。又有一说指今洵河源头，流经汉中。而山
无草木，是典型的雪山特征，汉中距离雪山较远，
成都较近。2017 年治理大气污染之后，成都数次
被雪山阳台刷屏，凭肉眼即可远眺雪山。而无论汉
中、成都，均是古巴蜀范围。

作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创造女神形象，黄帝之
妻嫘祖故里之争颇多，其中一个主要可能地点在
四川。《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邦……媾姻则
黄帝婚其族。”认为嫘祖为古蜀之人。四川盐亭，以
嫘祖文化之盛，出土丝绸文物之多，为呼声最高嫘
祖故里之一。

黄帝两个孩子封地皆在巴蜀，唐司马贞为《史
记·五帝本纪》注释《索隐》说：“江水、若水皆在蜀，
即所封国也。”玄嚣封地江水，《山海经》“曰岷山，江
水出焉。”昌意封地“若水”，《水经注》“黑水白水间、
若水出焉。”黄帝之后，昌意继位，即是颛顼。

《山海经》“居山生若木，若水出焉。”四川瓦屋

山古名“居山”。又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
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
水。”流沙河在如今四川汉源县境内，而黑水呢？

《山海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
焉。”袁珂对此引用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
都，今之成都也。”四川话中，往往倒文同义，夜宵
与宵夜，热闹和闹热。

可见颛顼封地，在如今的青衣江和雅砻江流
域——— 乐山人郭沫若的笔名也由此而起。何况颛
顼还娶了蜀山氏的女儿。

屈原对此念念不忘，他自报家门：“帝高阳之
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的父亲伯庸是颛顼的
后代啊！——— 楚文化，很可能是早期中华文明沿着
长江顺江而下的结果。

众多上古文献显示，最早踏上蜀道的中华人
文始祖，就是黄帝、嫘祖、颛顼乃至尧舜禹等华夏
主干！如尧舜时期，重臣最为知名的莫过于禹、皋
陶、契、后稷、伯益、夔、龙、倕、彭祖等“九贤”，多与
巴蜀川陕相关。

《史记》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由巴蜀出发到中
原一带，需要多大的道路运输力量和后勤保障？且
嫘祖驯化野蚕，出产丝绸，经济动能又通过什么渠
道来释放？披山通道！辟的是什么山，通的是什么
道？

——— 只能辟秦岭巴山，通悠悠蜀道。

万古长夜 谁人踏出
黄帝拓通蜀道，借助三大天府之国的人力物

力，一统中华。他是不是形成蜀道的最早人物呢？
答案是，蜀道形成比黄帝还要久远。

《华阳国志·蜀志》开篇就说：“蜀之为国，肇于
人皇。”宋罗苹注《路史·前纪·蜀山氏》说，上古《世
本》、西汉扬雄《蜀纪》、东汉《本蜀论》上都有这两
句话，应为古代口头记忆的遗存。华阳国志还留下
一句“人皇出斜谷”，证明黄帝之前的古人，就已探
出褒斜道的大致走向了。

黄帝之前，上古三皇，人神模糊，伏羲、神农、
燧人氏。这年代究竟久远到什么时间呢？

考古发现证实，万年之前，四川就存在古人
活动痕迹。成都羊子山文化遗址，主体为商周时
露天大祭祀台，被破坏前比足球场还大，足有四
层楼高，是国内曾经最大的商周祭祀台。土台基
址下地层中发现年代最早的遗物，是 5件旧石器

时代的打制石器，距今 1 万年左右。而据成都不
远的“资阳人”、简阳“龙垭遗址”，更是远在
3 万年之前的人类活动遗存。有专家提出，早在
三万年前就掌握热食方法的“资阳人”，应为人
皇燧人氏部族，这侧面印证了《华阳国志》“蜀
之为国，肇于人皇”的记载。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朱熹曾引用唐子西
的话，赞颂过孔子。“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
此语”。唐子西名为唐庚，字子西，今四川眉山
人，《唐子西文录》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
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古人诗词，多为虚数，然而谁能说“万古如长
夜”就一定不是古人口头记忆的遗存？此句写在蜀
道之上，更有深意。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蓬、蜀道研究专家
黄建中曾从汉中出发，沿着北上的子午道、傥骆
道、褒斜道、陈仓故道等蜀道考察，发现最古老
的栈道，全部沿着河谷修建，不会翻越一处高
山，即可从西安抵达汉中。

专家在秦岭山中的河谷地带发现了古代先民
踩踏开凿的原始小路，如留坝县境内界牌关附
近，褒河对岸数百米的整体山石上凿有脚窝，间
隔半米左右，正好是一步距离。这种脚窝明显是
人工凿成，即使在新旧石器时代，用石制砍砸器
也能凿出。询问山民，但凡河谷，均有这样供人
行走的小道。

“道的部首是‘辶’，有沿水而行的本义。”王蓬
说：“从造字法就可以感到，古道的确是产生于文
字之前。小道走的人多了，成了商人通道，最后经
过国家工程拓建，成为国家栈道！”

文明童年 蜀道飞驰
黄帝之后，蜀道沿线时时出现在中华文明早

期正史记载中。
《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竹书纪

年》：“后桀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
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於，苕华之玉，
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
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夏亡。”

这是史载第一个沿着蜀道展开的“宫斗”！夏桀
攻岷山，获取了两位美女，宠爱有加，把皇后“妹喜”
扔在洛水不管。“妹喜”一怒之下联手商汤，灭夏。竹
书纪年远在先秦所成，没有后世刻意抹黑“妹喜”的
所谓“放荡”，反倒是敢爱敢恨的形象。

在有甲骨文字可考的商代，甲骨学大家董
作宾考证了写明蜀字的十一条卜辞，其中“蜀射
三百”“蜀御”“至蜀”“正(征)蜀”等甲骨卜辞表
明，蜀国曾把射手、车手等战士供给商朝，而商
朝既向蜀国派遣过使者，也曾攻打过巴蜀区域。
关系颇为复杂，而又往来频繁。

商王武丁王后“妇好”甚至亲自对羌、巴作
战。“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这
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争。著名
的“后母辛方鼎”即是对妇好盖世武功的肯
定。——— 这或许也是后来羌、巴等国随周武王报
复商朝的前因。

还有一种猜测，蜀道五丁开山是否是商王
“武丁”开山的口头记忆遗存？为了大规模伐蜀，
武丁修整蜀道是极有可能的。

商末，《尚书》记载，武王伐纣，牧野誓师，
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皆来参战。古巴蜀
地域广大，含汉水流域，此八国皆为古巴蜀区
域。巴蜀将士作战奋勇，居功至伟。《华阳国志》
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
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
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
于巴。”胜利后把一位公主封赐给巴王，只不知
是商朝公主还是周朝公主。

殷商既逝，周朝分封。尔后周幽王讨伐褒
国——— 今汉中褒河一带，褒国献出美女褒姒，姒
是姓，自禹、启之后一直是夏朝皇族之姓。周幽
王宠爱褒姒，废掉皇后申后及申后所生太子，改
立褒姒为后，以褒姒生子姬伯服为太子。激怒申
国，申国与犬戎联手攻灭周朝主力“宗周六师”，
灭亡西周。又一个江山美人悲剧！

夏商周时期四大“红颜”，妹喜、妲己、褒姒、骊
姬。与蜀道直接相关就有其三，足见蜀道对于中
华文明童年时期政治生活介入之深，依赖之切。

历史氤氲，后世只见蜀道凋敝，觉蜀道之
难难于上青天。难以想象中华文明青壮少年
时，那种一往无前的豪迈。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印群撰文指
出，秦岭是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东西长达
1600余公里，海拔 1500至 3000 米，海拔 2000

米的千里巴山则隔开了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
在其看来，远古蜀人大规模北上、商军大规模南
下都难以办到。他推测蜀人伐纣的进军路线沿
长江而下，由川东走廊经洞庭湖溯流至江汉。但

又疑惑，取道洞庭，这如何能保证行军、后勤的
速度和效率？纣王帝辛完全是被突袭打了个措
手不及，匆忙中调集奴隶充军，才有牧野倒戈。
蜀军必定是快速北上的。

屈原也发出“天问”：“阻穷西征，岩何越
焉？”西行遇阻于穷(通“邛”)，如何穿过大山呢？

上世纪 50 年代，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砖上
的古栈道场景回答了“天问”：若干梁柱支撑
的栈道上，两匹马拉车全力奔跑、分道线外一
匹马并行护航。这说明，蜀道能够高速奔驰！

《史记·货殖列传》印证了这幅画面：
“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
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举国之力 万世之功
通常所称蜀道，汉中以北 5 条，自东向西依

次为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而汉中向
南入川则有 3 条，自东向西为荔枝道，起于西
乡，经万源、达州去往重庆；中为米仓道，经南
江、巴中而至阆中；西为金牛道，经宁强、广元而
至绵阳。此外金牛道西还有邓艾偷渡摩天岭的
阴平小道——— 今西成高铁，即是自褒斜道入汉
中，自金牛道入广元，又自阴平道去成都。

更西还有一条出川道路，从都江堰沿岷江
西北而上，经汶川、茂县、松潘、若尔盖而至甘肃
南部的临潭、青海的同仁、贵德，再连接传统的
丝绸之路，因其沿线经过吐谷浑河南国，故又被
称为丝绸之路河南道。

最早明载史册的蜀道工程，当属历史上秦
蜀筑金牛道，动用两国政府财力和智慧，把原本
逼仄的小路民道，改建为国家高等级快速交通干
道。

其效果，是千里秦岭巴山，“去就安稳”，军
道、政令、邮传、贸易、商旅通达，《汉书》记载“玺
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贱乎于梁益之乡。”三
国时，诸葛亮执政蜀汉，更设立锦官，将纺织业
作为整个蜀汉的经济命脉，通过专营予以推行。

唐代孙樵《兴元新路记》记载，修复褒谷
栈道时，“诏张羌卫绩王胡等三人，诣汉中郡
受节制，治余谷道教习常民学川石栈孔术。”
表明当时国家对蜀道已形成了一整套施工技术
和验收标准。

栈道悠悠，白云千载。经过历代先民的开
拓，蜀道沟通了四川盆地、关中盆地、汉中盆地
三大天府之国。依赖于蜀道通达，生产力一次次
得到飞跃。蜀道就是中华民族最宏伟的基因，一
代代复制着成功的精神、制度和策略，黄帝、宗
周、强秦、雄汉、盛唐……由此，中华民族得以从
蜀道奔腾出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伟大气象。

蜀道中的中华文明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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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困难象征。“蜀道
难”一度沉甸甸地压在中国的交通版图上，阻隔着
西南和西北，西南和中原。而今西成高铁沿着古蜀
道全线贯通，一日越千年，中华民族勇敢开拓前行
的沧桑巨变尽收眼底。

以 贯 通 三 大“天 府”聚 集 国

力——— 始于国策

蜀汉？蜀汉！
汉即蜀，蜀即汉，蜀汉不可分割。四川省历史

学会会长谭继和、成都博物馆馆长王毅等专家据
考古实证认为，蜀汉一体的概念远比三国“蜀汉”
更早。巴蜀文明和长江中下游文明、黄河文明互相
影响，共同构成中华文明起源。

众多上古文献记载，最早踏上蜀道的中华人
文始祖，是黄帝、嫘祖、颛顼一系，其统治的江水、
若水即今川陕范围。华夏的“华”字，来自黄帝母系
华胥氏部族，而“夏”字来自岷江部族禹夏。蜀道中

央的江汉之地，孕育了中华大家庭中的汉族童年。
《史记》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考古研究发现，
陕西汉中城固的等腰短援戈出土之多远胜安阳殷
墟，证实夏商之时，作为蜀汉北部要冲的汉中，保
有巨大军事能力。
文明崛起，靠军事更靠综合实力。远古中华文

明生产力最为发达的，是三大“天府之国”：四川盆
地、关中盆地、汉中盆地。有专家认为，支撑中华文
明第一次崛起的，正是确立了蜀道国策：贯通蜀
道，将三处鼎盛的人力物力财力攥成一股绳，以大
宗运输集聚中华崛起的国力。

苏秦曾对秦惠文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
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
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
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
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是蜀道国策收到的万世之
功。

以国家雄心带动科技发展———

成于国力

屈原《天问》：“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他疑惑，
西行遇阻于穷(通“邛”)，怎么穿过大山？

上世纪 50 年代，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砖上的古
栈道场景回答了“天问”：若干梁柱支撑的栈道上，
两匹马拉车全力奔跑，分道线外一匹马并行护航。
这说明，蜀道能够高速奔驰！《史记》称：“栈道千
里，无所不通。”

四川古蜀道专家粟舜成领着记者，沿嘉陵江徒
步考察金牛道上最险段——— 明月峡古栈道：右边嘉
陵江滚滚而去，宝成铁路沿江穿行；左上方著名抗
战公路 108国道险象环生，老虎嘴下古栈道沿江而
建，古驿路依稀可辨；古钻孔历经千年风雨，不改当
年模样。一切犹如活的中国交通博物馆……

沿溪线，这一设计理念一直沿用至今。陕西省
作协副主席王蓬和蜀道专家黄建中考察发现，最
古老的栈道全都沿河谷贴水面而行，全程不翻越
一处高山。

约 1 万年前，地球变暖，冰川消融。受冰川漂

移和洪水冲刷，秦巴山区变得沟壑纵横。先民通过
狩猎交换等活动，开始了“先踩踏成路、再民间壮
大、后国家扩建”的蜀道三部曲。

爬上汉中褒谷石门，两岸石壁如铁。一个个统
一高度、沿河前进的石孔，开口 40 公分，深达 70
公分。黄建中尝试过复原古人凿栈孔。3 名工人震
得虎口流血，7 根钢钎全部打崩，只凿进去 3 公
分。使用电锤电钻角磨机，耗费 3 天才凿进 10 公
分。石雕师傅高昆说，山石摩斯硬度高达 7 . 5，是
铁矿石的两倍，开凿栈孔比打铁还难。

栈孔开口高，内部低，插梁后自然上翘支撑。
秦岭深处太白县境内，7根石梁至今仍挺立山间。
只要铺上木板，就犹如山壁长出的稳固阳台，令人
叫绝。

“不知古人用什么方法凿栈孔，本以为是火烧
水淬，但栈孔在悬崖上，工人得用绳索悬在半空，
拿什么去烧石壁？”黄建中叹息：“古人科技，超乎
我们想象！”

伟大的科技来自于国家意志。书法界著名的
“石门十三品”，出自褒谷石门的摩崖石刻。其《汉
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记录东汉朝廷维修褒斜栈
道情形：“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
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凡用功七十
六万六千八百余人(次)，瓦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四，
用钱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粟。”可见国家对蜀
道自古有着严格施工技术标准，造就了这一交通
科技奇迹。

《汉书》称“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贱乎于梁
益之乡。”借助蜀道，成都纺织业达到鼎盛，获“扬一
益二”美名。出土于成都老官山汉墓的提花织机，是
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
进科技水平。到近代欧洲，计算机之父查尔斯·巴比
奇根据提花织机原理提出计算机编程……

以兴衰存亡砥砺人文视野———

长于国风

甲骨学大家董作宾曾分析，甲骨文中蜀字卜
辞多达十一条，“蜀射三百”、“蜀御”、“至
蜀”、“正(征)蜀”等甲骨卜辞表明，蜀道是夏

商时期的活跃通道，包括夏商周数次更迭———
妹喜因桀伐岷山得蜀妃二人，怒而与商汤共谋
灭夏；巴蜀从周武王伐纣；周幽王从汉中取褒
姒后灭国……

春秋战国后，秦借蜀道取巴蜀，修都江
堰，后又在咸阳建郑国渠。开山治水的伟大成
功，开拓疆域的骄傲豪迈，给了中华人文自信
的起点。

汉赋中最为明亮的“双子星”司马相如与
扬雄，沿蜀道昂然北上。此后以李白、杜甫为
首，唐诗宋词中响起一长串响亮名字：陈子
昂、杜牧、韩愈、李商隐、元稹、岑参、王安
石、苏东坡、陆游、辛弃疾……蜀道上，才子
佳人走过，贩夫走卒走过，帝王将相走过！

秦岭巴山地质灾害频发。“地崩山摧壮士
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灾难需要大规模重
建，如汉唐国力强盛时，中央政权维护蜀道不成
问题；而如宋末国势衰弱，则力不从心。蜀道的
多项技艺从此失传。而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也
一度被游牧民族所攻陷。

辛弃疾写道：“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
非。”杨升庵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林则徐生命最后关头，在连云栈道张良庙
留句：“烧绝褒斜千阁道，衣羽终占一山云”。曾
国藩途中写下：“此身病起百无忧，敢为艰难一
怨尤。”

以天下太平为己任担当———

兴于国运

每当危亡之时，蜀道总能向前延伸，让人们
穿越千山，让国力迸发复苏。英雄为往圣继绝
学，蜀道为天下开太平！

张骞，一带一路第一人。他在匈奴危机中，
只身一人打通北丝绸之路。

这名出生在蜀道上的男人，出使西域，寻求
在中亚建立友好关系。一走 13 年，无论遭遇何
等打击，都没有软化他的铮铮铁骨。这意志就是
蜀道石壁的延伸，坚如钢铁。

最终他横跨西域，抵达中亚，开通了丝绸之

路。他用和平开拓，完成了蜀道的第一次大延
伸：一头连河西走廊，一头接南方丝绸之路。这
是欧亚大陆桥首次闭环，让文明火种战胜了游
牧入侵的倒退危机。

在张骞一千多年之后，沿着蜀道延伸的丝
绸之路，从意大利走来了马可波罗，将东方见闻
写成游记，风靡欧洲。带动哥伦布向西去寻找东
方，揭开大航海时代序幕，这是蜀道的第二次大
延伸，它帮助文明火种进一步传播，堪称全球地
理大发现的起点。

时针指向 1932 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
刻，也是世界文明在法西斯进攻中最危险的时
刻！

名将蒋百里提醒，警惕日军仿效蒙古灭南
宋的行军路线：先占陕西汉中与四川。此计若得
逞，中国必亡。必须抢先将蜀道三大“天府”通过
现代化交通组织起来，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以大
西南西北为根据地，战胜日寇。

经 3 年奋战，西安到汉中公路开通，在此基
础上建成“新蜀道”川陕公路。抗日战争中，蜀道
国策再次迸发威力———

三百余万川军将士，大部分经川陕公路开
往前线。在击溃日寇神话的台儿庄大捷中，川军
王铭章等 3000 将士，身穿单衣，赤足草履从成
都步行 2000 多里参战，全部壮烈牺牲，居功至
伟。

据统计，抗战期间，四川伤亡人数约为全
国的 1/5 ， 60 多万将士壮烈殉国；四川承担着
全国抗战 50% 的钱粮，其大部分经川陕公路运
送。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条“新蜀道”，中国抗
战胜利要艰难得多，付出牺牲将更加惨烈；而没
有中国在东方战场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
然发生变化。

应当感恩蜀道的第三次延伸！保卫了中华
文明，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而今随着我国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铁开通
运营，古蜀道迎来“新四大发明”高铁的延
伸，再次提档升级，不但重绘了中国西部交通
版图，更释放了包括中欧班列西线在内的一带
一路铁路运能。

栈道悠悠，白云千载。经过历

代先民的开拓，蜀道沟通了四川

盆地、关中盆地、汉中盆地三大天

府之国。依赖于蜀道通达，生产力

一次次得到飞跃。蜀道就是中华

民族最宏伟的基因，一代代复制

着成功的精神 、制度和策略，黄

帝、宗周、强秦、雄汉、盛唐……由

此，中华民族得以从蜀道奔腾出

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伟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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