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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古

道文化遗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秦直道、

古蜀道、万里茶道、岭南古驿道等文化线路，

既是重要的文化遗存，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

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见证。如今，对古道的

保护传承研究得到更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

十分丰硕，形成了纪录片、研究丛书、碑刻大

展等。人们不断创新古道文化的“打开方式”

和体验方式，古道在一次次的跨界融合传播

中焕发新的样貌。

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古道的考古研究和文

化价值挖掘，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四

川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进 行 了 有 益 探 索 。 自

2005 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系统性

地进行了文化线路的考古考察工作。在川滇、

川藏、川青、川黔等 14 条古道中，考古工作者

用心用力较多的是古蜀道。对古蜀道的保护

传承、活化利用等相关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

启示与借鉴意义。

古道调查宜考古工作先行

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些古道历经多次兴

废，许多路段几经改道，如今已难觅踪迹，所以

要经过田野调查才能清晰确认。2012年，来自

考古、历史、交通、地理等领域的专家们多次参

与全面考察古蜀道的学术活动，行程上千里，

考察各类文物点 300余处，获得大批新发现。

考古工作者们主要通过驿站、古城堡、水

源来探测古道的大致走向。蜀道这类在大山

里穿行的道路，地理环境特殊。古时人们往

往要从某个坳口翻山、从某个渡口过河，因而

有迹可循。加之早期栈道孔洞密布，晚期多

铺石板、架石栈，古道本体遗存丰富，不少山

区至今尚存沿途的碑刻题记。不少专家在多

次考察四川古蜀道后感慨西南地区古道保存

状况之好。

以古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米仓道为例。

米仓道现存完好的古道路有 400 多公里，以平

昌县的长安古道和通江县的阎王碥古道、碑坡

古道、红花溪古道、渡水溪古道等为代表。长

安古道上的一处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的“长安古道”石刻，是米仓道的直接证据

之一。而米仓道最早的文物遗迹为新石器时

代。2012 年的一次考古调查中，专家在平昌

县发现了长安古道、汉中道，在南江县发现了

桃园古道、土字坝栈道孔，在通江县发现了红

花溪古道，这其中都有汉代遗迹。在通江县渡

水溪民胜镇新场村，专家发现了三座清代石

碑，内容提及“上通汉南，下达三江”，这是米仓

古道线路最直接的文字记载。小宁城遗址、安

辑寨、吴家大院等古城、古寨、古建筑群的布局

规模，见证了米仓道曾经的繁荣。

我国的古道在南方多为泥土路，北方多

经沙漠草原，加之年代久远，一些文化遗存已

深埋地下，需要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方能一

窥原貌，进而判定其历史文化价值。丝绸之

路、大运河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做了大

量 的 考 古 调 查 工 作 并 进 行 了 典 型 遗 址 的 发

掘 ，相 关 考 古 成 果 在 申 遗 文 本 中 占 较 大 比

重。此外，秦直道、唐蕃古道等，皆因大量的

前期考古工作而大大丰富了古道的历史文化

价值。

加强对古道的文化价值挖掘

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古道凝结了人们的

智慧，先民在规划、开拓、修筑道路时，已将审

美、理念、认识等精神因素融入其中。不少古

道在促进文化交流上意义重大，文化传播价值

较为显著。比如，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文明

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

献。古蜀道本是为军事而筑路，秦并巴蜀后，

它成为秦蜀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加速了文化

融合的进程。与古道本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相比，目前的考古只是提供了一些基础信息，相

关的文化价值提升还需更多学术支撑。

对古蜀道的文化价值挖掘是一项系统而

复杂的工作，需要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跨

部门的合作。目前，在保护古蜀道的交通遗

存、文化遗址的同时，对相关成果研究工作的

推进也在不断深化。古道研究工作涉及领域

较为广泛。比如，因蜀道而形成的具有较高

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工

艺，古蜀道修筑、古蜀道运行管理方面的规范

制度等。古道保护利用的范畴不断扩大。比

如，因道而兴、沿道而传的古村落、行道树、马

蹄印等相关遗迹，因道而变的经济文化习俗、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尤其是古道

开通后的商业贸易线路和文化传播动态，也

成为古道研究的重点。

蜀道纵横，文韵悠悠。古蜀道是连通古今

的时空纽带，也是文化交融的生态走廊。如

今，“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古蜀道新的时代内

涵，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正在焕发新的光彩。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还有更多古道等待我们进

一步发现、进一步研究。古道的文化价值不容

忽视。

推动古道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古道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总能促使人们

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文化的发展、文明的

传播、重大的历史事件等。古道各阶段的历史

信息都十分重要，我们既要重视对古代历史的

研究，也要重视对古道近现代信息的整理，既

要加强保护古道本体，也要加强对古道相关的

津、关、寨、堡、碑刻、题记等保护工作，努力建

立较为完善的古道保护体系。

一些古道的早期信息可能湮没无闻、搜集

不易，而一些近现代交通道路开通前后的信息

较易搜集、不可忽略。挑背日用商品的搬运

工，传递信件的邮递员……他们都是有故事的

人，承载着这条古道的文化记忆，我们应该进

一步做好这些人的采访记录工作。古道沿途

的民俗、渡口的旅店、修桥铺路碑记等，是古道

历史的重要物证，也是研究展示文化线路变化

发展的重要标本。它们同时承载着我们的祖

辈在古道上肩挑重担、坚定前行的精神以及向

往美好生活的心愿。

古道一般较长，若未来能在古道沿线的

不同区域选取一些代表性遗迹，建设一些“露

天博物馆”，形成博物馆群，相信会吸引更多

人走进古道、了解古道，推动古道文化融入现

代生活。

古道文化是一座富矿。未来，古道保护既

要做好若干条重要文化线路的保护利用，也要

更注重发挥“人”的作用，更充分地调动古道所

在地居民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积极性。

（作者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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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江面距山顶的高

度 在 2500—3000 米 。 地 处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岩

画 大 多 分 布 在 山 腰 以 上 。

寻 找 岩 画 时 ，我 们 需 要 从

河 谷 向 上 攀 登 至 岩 画 点 。

我 至 今 仍 记 得 几 年 前 在 这

里寻找岩画的艰辛路程。

2020 年 11 月 ，秋 高 气

爽，正是做岩画调查与取样

的 最 佳 时 机 。 我 们 来 到 了

云 南 省 迪 庆 藏 族 自 治 州 洛

吉乡。

早上 8 点半，我们乘船

沿 着 梨 园 水 库 来 到 第 一 个

岩画点：姆足吉岩画点。此

处 岩 画 点 保 存 尚 好 。 梨 园

水库蓄水时，可以乘船直接

到 达 遗 址 边 上 。 岩 画 绘 制

在 30 米长、6 米高的石灰岩

棚上，有牛、羊、熊等动物图

像 。 最 重 要 的 一 幅 岩 画 为

多图像重叠绘制，动物图像

多达十几个，有些仅绘制轮

廓 ，有 些 则 绘 制 得 很 精 细 。

根据图像间的叠压关系，我

们可以明显区分 3 个年代的

作品和风格：短线平涂风格

的图像似为年代最早者；复

线轮廓者次之；暗红色轮廓

者年代最晚。

经 过 王 家 岩 柯 时 ，距

河 岸 线 约 一 公 里 处 有 一 个

岩 画 点 ，这 里 由 于 雨 水 丰

沛 ，植 被 蓊 郁 蓬 勃 。 石 灰

岩 被 侵 蚀 得 如 刀 片 般 锋

利 ，像 这 里 的 植 物 一 样 茂

盛 地 从 地 下“ 长 ”出 来 。 该

岩 画 点 的 岩 棚 高 大 宽 阔 ，

像 一 个 巨 幅 屏 幕 。 岩 棚 长

约 140 米 、高 约 80 米 ，画 面

分 布 长 40 米 、高 约 4 米 ，被

认 为 是 金 沙 江 地 区 最 大 岩

棚 和 最 长 画 廊 的 遗 址 地

点 。 岩 画 上 的 两 头 野 牛 被

认 为 是 金 沙 江 岩 画 中 个 体

最 大 的 动 物 图 像 。 画 面 层

层 叠 叠 ，几 个 不 同 时 期 的

图 形 叠 压 在 一 起 。 根 据 色

彩 的 深 浅 ，可 分 为 桑 葚 色 、

深红、浅红、黄色等。

完成该岩画点的调查工作已是下午 3 点，我们在江

边 野 炊 ，可 以 看 见 对 面 位 于 万 仞 崖 壁 之 上 的 岩 画 点 。

之后，我们分头乘车赶往陈义德岩画点。车行至半山

腰，无路可走，于是我们从停车处步行到岩画点，走了

两个小时。到达陈义德岩画点时，天已全黑，只能打着

手电筒观察岩画。

接下来，要前往白云湾岩画点，这是最难走也是最精

彩的一个岩画点。耗时最短的路线，来回需要 10 个小

时，山高水深，路途危险，且必须按时完成攀登和调查工

作，否则天黑之后便寸步难行，只能露宿荒郊野外。另一

个方案则是不赶路，带够食物，备好露营装备，安全行走，

慢慢开展工作。权衡之后，大家选择了第一个虽然危险

但相对高效的方案。

我们早上 5 点便动身出发，请了 3 名背夫和向导。去

这个岩画点根本无路，只知方向。黑夜中行船，全凭船老

大的行船经验摸索前进。天亮了，我们沿江逆流而上，到

达上山地点，开始沿着河岸滩高高低低的岩石前行，而后

开始爬山。登山的路很难走，有几处光秃秃的石壁必须

在向导的指引或帮扶下才能通过。爬了近 5 个小时，我

们终于到达了白云湾岩画点。

此处岩画位于高山之巅，规模宏大，动物图像众多。

可能是山顶风大的缘故，所有图像保存得不是很好。不

过残留的岩画依然气势宏伟、色彩斑斓。金沙江岩画点

只发现了原始人生火的遗迹，而岩画中尚未发现用木炭

绘制的黑色线条动物图像。

尽管岩画精彩，风景也壮美如画，但我们不敢在此处

耽搁太久。工作了 1 个小时后，我们便开始往回走，必须

在天黑前回到船上。天一黑，就不能走动了。这里熔岩

锋利如刀，不小心跌倒就会受伤；悬崖百丈，一侧就是汹

涌的金沙江。最后，在晚上 6 点前，全体人员安全地回到

船上，赶回了驻地。铀系测年表明，姆足吉岩画点中，最

早的彩绘岩画在距今 2 万年左右。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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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古城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南岸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秦三十六郡之一的鄣郡

郡治所在地。安吉古城遗址所代表的古越文

化和秦汉郡治文化是其作为国家级考古遗址

公园要深度展现的价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田正标团队扎根浙江省安吉县 20 余年，

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为遗址公园建

设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的徐天进教授对公共考古有浓厚兴趣，

从一开始就和相关团队达成共识，力争将安吉

古城遗址博物馆变成一个考古大学堂，将考古

遗址公园的研学融入教学，增强青少年的文化

遗产保护意识。

如今，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已经对外开

放，它是怎样将考古成果转化为考古大学堂

的呢？

博物馆展厅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告诉观众，

展览的目的就是引导观众用考古学的思维和

方法来读城、读墓和读物。

如何读懂安吉古城遗址？这里 70 多万年

前就有人类活动。上马坎遗址是浙江省首个

田 野 考 古 发 掘 的 旧 石 器 时 代 遗 址 。 距 今 约

7000 年开始，在苕溪中游形成了以安乐遗址

和芝里遗址为代表的中心聚落。距今 3000 年

前后，苕溪河谷平原成为越人的聚集地。春秋

时期，安吉成为越国的政治中心直至迁徙至会

稽。春秋晚期，楚败越后，楚国春申君为统治

太湖南岸，在作为越国重镇的安吉兴修水利，

使之成为太湖流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古人

建城择址有哪些基本要求？有山可依，临水而

居。在安吉古城遗址旁边密集分布着从崧泽

文化到汉晋时期的诸多城址，苕溪河、九龙山、

笔架山合围的区域一直是人类聚居的场所。

如何判断建城的年代？根据考古出土的印纹

陶器、原始瓷及建筑构件上的板瓦、筒瓦、瓦当

等可确定，安吉古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根

据秦汉至两晋时期地层的存在，证明它是历经

东周、秦汉、两晋的古城。

城与墓的关系密不可分。越国贵族大墓

八亩墩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的中心大墓，是观

众最感兴趣的内容。墓园由主墓、陪葬墓、隍

壕三部分构成，是一个要素齐备、相对封闭的

高等级贵族墓园，中心主墓的封土剖面被考古

人细心呵护并迁移至展厅内重点展示。主墓

北侧的一个长条形器物坑的发现，是八亩墩大

墓的重要收获和亮点。器物坑里整齐堆放着

满满的坛坛罐罐，两个一排或三个一排，都带

着盖子，足有 70 多件。印纹硬陶罐体量都很

大。还有釉色较好的原始瓷组合陈列在器物

坑的西段。这个器物坑对研究越国贵族墓的

墓葬制度非常重要，应该是按照当时的墓葬制

度成套摆放的。战国时期，受中原影响，这里

已经开始强调等级、礼制。

博物馆里展示最多的就是印纹硬陶和原

始瓷。观众兜兜转转总能碰到它们，它们是越

文化的代表。如何从普通的陶器中读出当时

的社会？器物如何分型定式？制作工艺如何

反映背后的历史？可以看到，这些陪葬的器物

显示了高度的一致性，以鼓腹和垂腹的印纹硬

陶罐和大小不一、带盖的原始瓷碗为主，只有

少量的泥质陶盆、陶罐。但后期出现了少量仿

青铜的带盖陶鼎、带盖的袋足陶鬲等，这些器

物有楚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墓主

人的族属和身份。科技检测分析还原了器物

的原料配方、烧成环境、烧制年代、使用状况

等，拓展了传统考古学的研究范畴。通过扫

描电子显微镜分析胎釉的显微图像，我们可

以了解微观结构，光谱分析可以检测化学组

成，热膨胀分析仪可以还原陶瓷的烧成温度。

一个考古大学堂不仅仅只有博物馆的展

示，沉浸式的考古研学不可或缺。安吉古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还开发出包括田野考古发掘、

器物绘图、文物修复、泥条盘筑制陶等丰富的课

程体系，针对不同的学生，定制层级不同的专属

研学课程。考古遗址公园内设置了标准的考

古探方，在探方内预先埋藏了复制的文物、建

筑遗存等，可以让学生们体验真实的考古发掘

活动。2022年，《基于安吉古城遗址公园的考古

大学堂》荣获“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

浙江省安吉县政府成立了安吉古城遗址

保护中心，负责大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监管

遗址公园建设和运营，同时慎重选择了社会力

量负责前期建设和后期运营。如今，相关企业

已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富有经

验的研发团队持续开发研学课程体系、优化研

学配套设施。在国家文物局评定的 55 家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中，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将考古成果转化为考古大学堂
杨雪梅

对古蜀道的文化价值
挖掘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
工作，需要跨学科、跨行业、
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一
带一路”倡议赋予古蜀道新
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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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古蜀道金牛道翠云廊的古柏古蜀道金牛道翠云廊的古柏。。

图图②②：：古蜀道上的阆中古城古蜀道上的阆中古城。。

图图③③：：古蜀道之青龙咀古道古蜀道之青龙咀古道。。

以上图片均由以上图片均由高大伦高大伦提供提供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赵偲汝赵偲汝①①

②②

③③

▲▲安吉古城遗址的越国贵族大墓安吉古城遗址的越国贵族大墓。。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供图供图

▶▶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中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中，，学生们学生们合作完合作完

成模拟文物修复项目成模拟文物修复项目。。 张烨芳张烨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