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都没有变，树还是那样的绿，石

板路还是弯弯曲曲。”时隔 5 年，81 岁的美

国友人霍普·贾斯特曼（中文名贾和普）再

次来到中国，第二十四次踏上古蜀道。

自 2001 年第一次踏上古蜀道以来，20
多年间，贾和普多次来到中国，用脚步感知

古蜀道的魅力，并通过出版书籍、开通网站

和拍摄纪录片，向全世界推荐古蜀道，成为

宣传中国古蜀道历史文化的国际使者。

见证

从“蜀道难”到“蜀道畅”

中国四川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古蜀

道。阳光洒在高大繁茂的树冠上，透过枝

叶在石板路上投下明暗交织的光影。远远

走来几位老人，一头白发的贾和普走在最

前面。再次重走古蜀道，她眼中闪烁着兴

奋和欣喜，“每次走上这条路，都像是在中

国数千年的历史里穿梭，总觉得看不够。”

作为中国历史上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

的交通大动脉，古蜀道是一条从长安（今陕

西西安）翻越秦岭，经汉中盆地通往成都平

原 的 古 代 交 通 通 道 ，距 今 超 过 2300 年

历史。

3 月 15 日，贾和普从剑阁县普安镇启

程，开始了她的第二十四次古蜀道之旅。

一路途经翠云廊、剑门关、昭化古城等地，

行程超过 300 公里。

古蜀道上，贾和普走走停停，或是拍摄

新的路标，或是向当地朋友请教地名细节，

又或是给身边的美国朋友介绍古蜀道文化

和中国历史。“你们看这里，起初这里是平

整的，并没有马蹄凹痕，随着不断有马踩

过，日积月累，这个凹痕就慢慢形成了。”贾

和普指着一处路面说。

“每一次行走古蜀道，都给我带来很大

的震撼和感动。”回忆起这些年行走古蜀道

的故事，贾和普思绪万千。“从前，我会沿着

土路走，有时候雨后的路太过泥泞，遇到岔

路就容易‘迷路’。慢慢地，我发现古蜀道

旁的古树可以帮助我辨别方向，只要朝着

有古树的方向走，就能找到正确的路。后

来，古蜀道铺上了平整的石板，我再也不会

‘迷路’了。现在就更好了！古蜀道旁设置

了各种指示牌，还修建了可以喝茶、休息的

驿站，这条古老的道路变得更加有趣了。”

贾和普说。

在贾和普的古蜀道记忆中，古树是很

重要的存在。沿着曲折的石板路，两侧都

是遮天蔽日的古树，“随便一棵就有上千年

的历史。”这里是目前中国存世时间最长、

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人工行道古树群，现

存古树 7803 株，其中古柏 7778 株，平均树

龄 1050 年。

在古蜀道，植柏护柏的传统古已有之，

代代相传。如今，每一株古树都有“身份

证”，游客只要打开手机扫一扫古树的电子

档案二维码，就可以得知它的品种、树龄、

生长状态、保护模式、巡护交接记录等信

息。“这些古树之所以保护得这么好，得益

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比如，当地在

修路、修隧道时都特意避开古树。”贾和普

对记者感慨。

不远处，西成高铁线上不时有列车呼

啸而过。2017 年底，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时速可达 250 公里。秦岭天堑一夕贯

通，“蜀道难”成为历史。2018 年 4 月，贾和

普第一次乘高铁从成都抵达剑门关。“在中

国诗人李白的《蜀道难》里，他写下‘蜀道之

难，难于上青天’。现在，从成都乘高铁到

剑门关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李白再来

古蜀道，他一定会写出不一样的诗句。”贾

和普笑着说。

古蜀道旁，1956 年通车运营的宝成铁

路、2011 年通车的京昆高速公路广陕段、

2017年全线通车的兰渝铁路，以及汇入长江

的嘉陵江航道纵横交错。一条条公路、一座

座桥梁、一支支铁路线连通巴蜀大地……曾

经古老的出川门户广元，如今已成为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贾和普与同伴分享着自己

多年来在中国的见闻，感叹着当地从“蜀道

难”到“蜀道畅”的飞速变迁。

“我对这条路，这段历史，这种文化传

承力量的热爱从未消退。”一路上，贾和普

多次重复这句话。在她看来，古蜀道不只

是诗句里的文字、博物馆里的展品，还是可

以感知、触摸到的真实存在，也是中国发展

变化的生动注脚。

热爱

从“蜀道迷”到“蜀道通”

贾和普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她和古蜀道的缘分始于大学时代。上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曼荷莲女子学院攻读艺术

史的贾和普，选修了中国艺术课程。1963
年，在一次跟随老师去波士顿参观展览时，

唐代李昭道的名画《明皇幸蜀图》吸引了

她：直插入天的岩壁、悬空突出的栈道、曲

折迂回的小路……群峰竞秀的中国蜀地山

水跃然纸上。“那个场景太美了！我好奇那

样的景致是否真实存在？画上的几行中国

书法潇洒飘逸，虽然读不懂，但我从此对中

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学习

中文。”贾和普说。

2001 年，贾和普偶然读到一篇介绍中

国古蜀道的文章，一张栈道的配图让她确

认了李昭道画中所描绘的千年古道至今依

然 存 在 ，她 立 刻 萌 生 了 亲 眼 去 看 看 的 想

法。不久后，当时 58 岁的贾和普远渡重

洋，来中国寻找那条画中的路。

“我原本计划先乘坐公交车到当地，再

继续打听如何走，结果一不小心直接‘闯’

进了古蜀道。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心脏仿佛都停跳了一拍。”尽管

时隔 20 余年，贾和普对当时的激动之情仍

记忆犹新，“我仿佛走进了那张让我神往已

久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脚下真真切切踩着

的是有着 2000 余年历史的古蜀道。我总

觉得，自己与古蜀道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仿

佛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贾和普说。

这次旅行并不是贾和普第一次到访中

国。 1996 年，她曾到中国游览过长城、黄

山、峨眉山等许多享誉世界的风景名胜，度

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但我一直都渴望探

索中国更多的自然风光，探寻更多不为人

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故事。5 年后，这个

心愿在古蜀道实现了。”一段奇妙的旅程就

此开始。贾和普开始一遍遍地带家人和朋

友来中国，以广元市剑阁县为中心，在古蜀

道不知疲惫地行走、探寻。“如果说第一次

走古蜀道是出于好奇，那么此后的 20 多次

则是出于热爱。”她说。

每次返回美国费城，贾和普都会将行

走古蜀道的照片冲洗出来并编号珍藏，这

些资料清晰地记录了 20 多年来她镜头下

的古蜀道变迁。“古蜀道是这样美、这样充

满历史和文化的痕迹，我应该把它介绍给

更多美国人，让更多人了解古蜀道、了解中

国 历 史 和 文 化 ！”有 了 这 样 的 想 法 后 ，从

2003 年起，贾和普几乎每年都会花 2—4 个

月的时间到中国行走古蜀道。从陕西西安

到四川成都，再到四川广元，许多地方留下

她行走、记录的身影。

2007 年，贾和普撰写的英文书籍《中

国古蜀道行走指南》在美国出版，这本 436
页的书籍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古蜀道的风貌

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大到具体路线，小到

食宿费用……生动、细致的内容让前往古

蜀道的外国游客有了“锦囊”。除了写书，

她还建立网站、举办展览，“我要努力把古

蜀道历史文化推介给更多人。”

从“蜀道迷”变成“蜀道通”，贾和普倾

注了多年的时间和心血，如今她已是一名

推广中国古蜀道历史文化的国际使者。“古

蜀道古老而又生动，穿越千年时光，如今依

然生机勃勃，就像中华文明一样，生生不

息、源远流长。”在母校曼荷莲女子学院的

一场演讲中，贾和普饱含深情地说。

友谊

从“一人行”到“众人行”

这次重访古蜀道，贾和普是和 9 位同

伴一起来的。同伴中有热爱中国历史文化

的友人，也有被古蜀道吸引主动联系她的

陌生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68 岁，最大的

82 岁，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西雅图、纽约

等多个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踏

上古蜀道。“我想对古蜀道说声谢谢，感谢

它能让我欣赏到如此美丽的风景，让我有

机会追溯并感受到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积

淀和内涵。”贾和普的好友芭芭拉·克洛维

尔说。

这不是贾和普第一次“带团”走古蜀

道。2015 年，广元市广播电视台根据贾和

普的经历拍摄了纪录片《蜀道使者》，在海

外视频网站发布后，许多国际友人对古蜀

道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联系上贾和普，与

她相约结伴同行。“在我重走古蜀道的过程

中，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加入进来。我

们还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大家互相交流、

分享体验，非常开心。”贾和普高兴地说。

74 岁的刘纪汉祖籍四川内江，在美国

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先后回过四川 5
次，但从未踏足过古蜀道。他的妻子看到

贾和普行走古蜀道的报道后很激动，通过

网络地址联系上贾和普，夫妻俩一起报名

参加了这次的活动。走在古蜀道上，刘纪

汉每每被那些青石板路和参天古柏所吸

引，“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带着家人、

外国友人再来重走古蜀道。”

3 月 19 日，剑阁县授予贾和普“剑门蜀

道国际旅游终身推介大使”称号，以感谢她

在研究古蜀道历史、宣传古蜀道文化等方

面做出的努力，这也是当地颁出的第一个

终身推介大使称号。“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未来我还会继续重走古蜀道、介绍古蜀道，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古蜀道。”贾和普说。

数十年如一日的探索和研究，贾和普

对中国的热爱愈发深沉，这份热爱也影响

到她的家人、朋友。贾和普的丈夫是研究

中国文化的学者，儿子马克在大学选修了

中国文化相关专业，小孙女伊丽丝也经常

跟着她唱中文歌、写书法。“我计划在有生

之年，每年都来古蜀道走一走。希望更多

美中青年人可以加入其中，我相信会有更

多年轻人喜欢上这里，参与保护这里，让古

蜀道焕发新生机。”贾和普说。

2015 年到访古蜀道时，贾和普曾亲手

栽种过一株小柏树苗，如今这棵柏树已经

长得比她还高出许多了。这次古蜀道之

行中，她又和美中友人一起种下了两株

柏树幼苗。“我和朋友们约好了 2025 年

再在此相会！未来，我期待古蜀道成

为 连 接 美 国 和 中 国 民 间 交 流 的 桥

梁，希望古蜀道故事能够成为美中

人 文 交 流 这 棵 枝 繁 叶 茂 的 大 树

上的一片闪闪发光的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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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3 月 17 日，贾和普在四川广元市

剑阁县古蜀道上行走。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图②：剑 阁 县 古 蜀 道 旁 的 古 柏 挺 拔

苍劲。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图③：3 月 17 日，贾和普在剑阁县与当

地村民聊天。 夏志鹏摄

图④：从剑阁县剑门古道延伸的茶马

古道，茶文化历史悠久。图为剑阁县剑门

关镇梁山村的茶园俯瞰。

邱海鹰摄（影像中国）

图⑤：古蜀道示意图。

广元市委宣传部供图

本版责编：侯露露 韩 硕

版式设计：蔡华伟 ⑤⑤

1717 国际国际2024年 5月 27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