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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勇

花重锦官城，巴山夜雨时，双城往来沧桑
事，千年古道景更新。

重庆与成都在四川盆地一东一西，山水
相依，各具特色。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江州古
城山水环绕。千百年来，成渝两地在社会、经
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互相交融、互相渗
透，文化血脉生生不息，共同孕育出瑰丽的巴
蜀文化，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会
议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
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
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
带动作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
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双城交往翻开新的篇章，迎来重大发展机
遇。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人文交流
要先行。从今日起，本报推出“重走成渝古驿
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
旨在挖掘历史文脉，传承巴蜀文化，展示古道
沿线当今变化，实现资源共享，强化人文认
同，激发共同发展的内生动力。

成渝古驿道肇始于汉，成型于唐宋，兴盛
于明清。该路东起重庆朝天门，沿途经过如
今重庆的渝中、沙坪坝、九龙坡、璧山、永川、
大足、荣昌，通往四川的隆昌、内江、资中、资
阳、简阳、龙泉驿，最后到达成都，全长约500
公里，是古时重庆到成都的陆路必由之路，史
称“东大路”。沿途须经过两门（通远门、迎晖

门），两关（佛图关、老关），一岗（走马岗），一坳
（丁家坳），五驿（白市驿、来凤驿、双凤驿、南津驿、

龙泉驿），三街子（杨家街、史家街、迎祥街），四镇

（银山镇、椑木镇、李市镇、安福镇），九铺（石桥铺、
邮亭铺、莲池铺、石盘铺、赤水铺、南山铺、山泉铺、
大面铺、沙河铺），民间有谚语称：“五驿四镇三
街子，八十四塘拢成都。”在不同时期，这些
驿、镇、塘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

这是一条串联成渝两地的文化大通道。
千百年来，作为川渝两地的“母亲路”，成渝古
驿道哺育了两地人民，是两地人民的共同记
忆和乡愁所在，是巴蜀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
载体，促进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大融合，留下
了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史实和动人故事，有
着巴蜀文化、移民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
红色文化等深厚的历史积淀。

这是一条促进巴蜀地区繁荣的经济大通
道。自古成渝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作为巴
蜀两大重镇，交通一是靠水运，一是走陆路，
主要是成渝古驿道。此道雏形成于汉代，《成
都市交通志》载：“汉代，成都东出翻越龙泉
山，经蜀郡辖县牛鞞（今简阳）、资中通巴郡（指

古时重庆）的道路已立为驿道。”成都平原丰
富的物产通过古驿道输往重庆，再沿江而下，
扩散到全国各地。明清时，古驿道发展达到
鼎盛，大都用青石板铺成，路面宽约六尺。车
马川流不息，每天行程以约 40 公里计，全程
须走十多天。古代官邮铺递，600 里加急快
递文牍，逢驿站、塘口换马再行，最快一天即
可抵达。商贾、挑夫、贩夫奔走其间，逐渐聚
集起了酒肆、茶馆、栈房、商铺等百业百态，
催生了沿途不少场镇的繁荣发展，是古代巴
蜀最发达的地区。如今，这条路上的不少地
方，或成为历史文化名镇、名城，或成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要连接点、桥头堡、
先行区。

这是一条蕴含巴蜀人文交融密码的大动
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重庆和成都，
人文特色既有同，也存异。巴地尚武勇锐，多
出将领，如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
荣臻等；蜀地文风兴盛，多出相才、雅士，如司
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薛涛、苏东坡、郭
沫若、巴金等。当大江大河的山城遇上沃野
千里的平原，成渝古驿道担负起人文大交流
桥梁的作用，碰撞出粗犷与精致的火花，文人

墨客往来其间，留下诸多诗文。明末清初“湖
广填四川”，很多移民就是溯江而上到达重
庆，然后沿着成渝古驿道扩散到四川西部去
的，移民总人数约占当时四川重庆总人口的
八成左右，带来了深刻的中华族群和文化大
融合，重庆荣昌区的盘龙镇和成都龙泉驿区
的洛带镇至今仍保存有移民客家文化。

这是一条彰显巴蜀儿女不屈斗争精神的
奋斗之路。近代以来，成渝古驿道见证了辛
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中共川渝
组织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
留下众多革命遗迹。

许多来自四川各地追求进步的青年通过
东大路汇集重庆，乘船东去，踏上了赴法国勤
工俭学、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梦想之路。革
命党人夏之时在龙泉驿领兵起义，打响四川
辛亥革命第一枪，他带领队伍经东大路，与重
庆同盟会里应外合，过通远门进入重庆城，重
庆就此光复。1912 年在荣昌安福镇，当时的
重庆蜀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举行了南北会
谈，成渝军政府正式合并为中华民国四川都
督府，避免了内乱。1928年，中共四川省临时
省委在古驿道上的铜罐驿召开代表会议，正
式成立中共四川省委。通远门见证了“三·三
一”惨案，杨闇公、冉钧在此英勇就义，通远门
上高举的拳头雕塑、佛图关上烈士的塑像铭
记了这段历史。

上世纪30年代，成渝公路建成，自此，成
渝古道渐渐荒废。如今，多条高速路、高铁线
不断刷新着成渝两地的通达时速，成渝一小
时交通圈正在形成，因古驿道而兴的众多街
镇城市已经是高楼林立，道路宽阔，乡村美
丽，面貌巨变。

在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
发展中，古驿道沿线的不少城市充分利用区
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的特点，切实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挖掘古驿道的人文价值，保护利用文物
遗址，串连成珠，成为一道别样风景，助推文
旅融合发展。渝中区推动鹅岭公园-佛图关

公园-半山公园-虎头岩公园及山城步道、半
山崖线步道支线建设；璧山区深度挖掘古道
文化资源，建设古道湾公园，有古驿站、古村
落、古茶铺、古酒肆、古战场、古栈道、古镇古
街等23处再现古道文化场景；走马古镇利用
区位优势举办桃花节，成为“全国故事之乡”，
白市驿打造驿都花海，荣昌利用古驿道打造
陶宝古街、夏布小镇，资阳围绕南津驿文化资
源，打造“十里沱江”特色小镇……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川
渝两地携手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以
巴蜀文化为纽带，联合打造推介一批具有浓
郁巴蜀特色的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其
中就包括共同推广巴蜀文化旅游线路，重点
包装巴蜀古遗址文化探秘线路等。成渝古驿
道沿线城市已经开始携手合作，渝中区与成
都青羊区已开始“双城联动”，洪崖洞与宽窄
巷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展开深度合作。荣
昌和内江携手打造成渝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试
验区，共同做强做大夏布、土陶产业，打造具
有影响力的地域文化产业品牌。

此次重庆日报联手四川日报组成强大的
采访团队，开展“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
新变化”大型全媒体采访活动，通过实地调
查、挖掘史料、走访专家和当地群众，探寻古
驿道蕴含的巴蜀人文密码，讲述川渝交往的
精彩故事，展现古驿道沿途城市如今在大力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新气象新
作为新故事。

我们在追寻古人留下的足迹中穿越历
史、连接时空、见证辉煌，让受众在古道风韵
中体味乡愁，在古今对比中触摸沧桑、感悟变
革。通过报道，让更多人加深对巴蜀文化的
了解和热爱，使人们更加敬重和珍惜先人创
造的优秀文化财富，力争达到“让收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目的。

成都海棠十万株，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
诗人对双城的铭心吟唱。今天，让我们在重
走千年古道中，收获文化自信，书写双城发展
的精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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