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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缙云山脉的老关口开始从缙云山脉的老关口开始，，就进入到成渝古驿道璧山段就进入到成渝古驿道璧山段。。
古时古时，，客商们需翻过老关口客商们需翻过老关口，，进入璧山地界进入璧山地界；；接着接着，，依次依次

经过拖木铺经过拖木铺、、水口水口、、二道牌坊二道牌坊，，再过来凤驿再过来凤驿、、兴隆铺兴隆铺、、帽子铺帽子铺、、
丁家坳丁家坳、、马坊桥等地马坊桥等地，，离开璧山离开璧山，，继续西行继续西行。。

在这段长约在这段长约3333公里的古驿道上公里的古驿道上，，位于璧山与走马交界位于璧山与走马交界

的老关口凭借其险峻的地势的老关口凭借其险峻的地势，，被古人称为被古人称为““重庆第一关重庆第一关”。”。
缙云山下的来凤驿也因独特的交通地位缙云山下的来凤驿也因独特的交通地位，，与龙泉驿与龙泉驿、、双凤双凤
驿驿、、白市驿白市驿、、南津驿并称为成渝古驿道上的南津驿并称为成渝古驿道上的““五大名驿五大名驿”。”。

从古至今从古至今，，它们见证了东大路的人来人往它们见证了东大路的人来人往，，也见证了这也见证了这
段古道上的悲欢离合段古道上的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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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险处在老关口最险处在老关口
来凤驿上车马喧来凤驿上车马喧

学术支持：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走成渝古驿道
系列报道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近年来，璧山区在挖掘古道
文化方面动作不断，预计将于今
年底开园的古道湾公园无疑是
其中的代表作。

据介绍，作为璧山区大公
园、大森林、大景区、大水系建设
的重点项目，古道湾公园南北向
全长约3公里，规划占地面积约
1200亩，将深度挖掘古道文化
的历史文脉，讲好古驿道上的璧
山故事，充分尊重原始地貌，通
过各节点场景的还原包装，再现
昔日璧山古驿道的风采。

“按照计划，古道湾公园建
成后，将以古道湾水域为依托，
古道文化为底色。”胡正好介绍，

该公园不仅会以明代诗人龚懋
熙创作的诗歌《再经来凤驿》为
蓝本，通过打造客栈、牌坊、古
井、古碑等文化元素，再现来凤
驿昔日的繁华景象，还会以杨慎
诗歌《马坊桥》为蓝本，在公园内
重现当年丁家坳的繁华景象，让
更多市民了解刘伯承讨袁、周恩
来证婚等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此外，除了重现成渝古驿道
上的重要驿站，古道湾公园还将
打造古村落、古茶铺、古酒肆、古
战场、古栈道、古镇古街等23处
再现古道文化场景及互动游乐
项目。“届时，市民不仅可以感受
老关口的险峻，还能了解作为兵
家必争之地的璧山所经历的那
些烽烟往事。”胡正好说。

再现昔日璧山古驿道风采
古道湾公园预计今年底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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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琪奥

老关口老关口
西驿最险第一关

清朝末年，缙云山脉上的老关口迎来
了一位游客。在通过老关口进入璧山后，
他挥笔写下“山程若付丹青手，绝好悬崖
斧劈皴”的诗句，把老关口的陡峭地形展
现得淋漓尽致。

“这位游客就是清末民初的四川大儒
赵熙，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被老关口
的险峻震撼了。”6月8日，重庆自然博物
馆学者张颖向记者介绍。

除了赵熙外，不少书籍也对老关口的
地形进行过详细描述。1939年出版的
《巴县志》记载：“西山由南北迤入县境者
为老关口，界三县，旧为成渝孔道，重庆第
一关……从来守是隘者，皆未尝催陷。”另
一本近年出版的《来凤街道志》同样提到，
老关口为古川东大道制高点、重庆西驿最
为险要之地。

那么，老关口究竟是什么模样？
记者一行冒着蒙蒙细雨，从走马古镇

后山的成渝古驿道遗址入口，一路拾级而
上，来到地图上标注的老关口位置时，眼
前除了一块平地和一人多高的杂草外，没
有看到任何建筑。在整个行进过程中，由
于下雨导致青石板相当湿滑，但总体路途
平缓，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险坡。

难道因险峻地势而被称为“重庆第一
关”的老关口只是徒有其名？

带着疑问，记者一行在杂草中继续前
行了约100米，穿过垭口后回望，才发现
整个垭口呈“Y”字形，石壁十分陡峭，让人
望而生畏。

“古时的老关口就修筑在这垭口之
上，客商们穿过老关口，就出了巴县，正式
进入璧山境内了。”张颖说道。

清乾隆年间的《巴县档案重庆府图》
记录，作为当时巴县的门户，老关口曾修
有关楼，内有官兵，有城门四座。其中向
东两个城门前后相继，分别通向东北和东
南，方便物资运输；向西的两座城门各通
向西北和西南，西南为东大路正路。

险峻的地势，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老
关口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1911年的四
川保路运动中，同盟会重庆支部聚集各路
力量，率先占据老关口，不仅有效牵制了
川渝两地的清军，还为夏之时的部队顺利
进入重庆城贡献了力量；在1917年的护
法运动中，当时在滇黔川靖国联军任职的
爱国将领何海清在老关口附近与袁世凯
的部队展开过激战。

“虽然这里曾爆发数场战争，但回顾
历史，老关口更多见证的是成渝古驿道的
繁华。”张颖介绍，在成渝公路开通之前，
这里是商贾贩夫来往成渝的必经之地。

对此，曾居住在老关口附近、今年60
岁的周盛华给予了证实：“小时候，我经常
听外婆说，民国初年，来往的人们从重庆

出发，第二天路过老关口时，通常会停下
来，在附近的茶店买碗水，摆摆龙门阵，再
翻过老关口，到山下的来凤驿吃午饭。”

周盛华说，当时老关口附近专门修有
民房，民房内就是一家家茶店，他的外婆
曾在那里开过一家茶店。“外婆的茶店除
了卖茶水外，还卖咸菜饭。茶水3分钱一
碗，一天就要卖好几百碗，生意好的时候，
开水都来不及烧。”

时光荏苒，如今的老关口，四处都是
一人多高的杂草，曾经的关楼、茶房早已
不见踪迹。

“成也交通，败也交通，这句话用在老
关口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张颖说，1906
年，川汉铁路工程师在初勘成渝铁路路线
图时，曾考虑让成渝铁路从老关口经过，
但因建设成本过高，不得不绕道而行。之
后，随着成渝公路的竣工，曾经显赫的老
关口开始慢慢走向衰落。

来凤驿来凤驿
缘何被称为“小重庆”

“又二十里，宿来凤驿，璧山地，驿屋
清爽可居，驿前即傅总兵弃甲处也……”
1883年的一天，一名男子在日记中这样
写道。

这名男子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王闿
运，这篇日记主要记录的是他夜宿来凤驿
的情景。作为成渝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
之一，来凤驿也是旧时官员、客商、马帮、
挑夫往返重庆和成都时打尖歇息的首选
地。

从老关口一路蜿蜒而下，经过拖木
铺、水口、二道牌坊等地，记者一行来到来
凤街道（旧时的来凤驿）。此时，时间已近
中午，街边餐馆不时飘出璧山名菜来凤鱼
的香味。

“现在来凤有些冷清，但在明清时期，
这里却是热闹非凡。民国时期，来凤还被
称为‘小重庆’。”同行的璧山区人大教科
文卫主任胡正好告诉记者。

据《来凤街道志》记载，来凤设驿，始
于唐宋。到了明清时期，随着重庆地位的
提高，来凤驿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与龙泉
驿、双凤驿、白市驿、南津驿并称为成渝古
驿道上的“五大名驿”。据清乾隆年间的
史料记载，彼时来凤驿设马十一匹，马夫
五名，扛夫一十六名。

如今，位于来凤街道场镇西街的“新
开坦途”碑，是来凤昔日繁华的实物见
证。这块镶嵌在墙壁里的石碑，自上而下
刻有“新开坦途”四个大字。

“这块石碑记载了清嘉庆年间，为缓
解人流，璧山知县李大经在来凤开路造桥
的故事。”胡正好说，根据碑文的内容推
断，作为成渝东大路上的重要节点，来凤
驿旧时非常繁华。当时的来凤驿只有一
座梁桥横跨璧江，桥面狭窄，每逢赶场，这
座桥总是拥挤不堪。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大经通过募资
的方式，在这座梁桥附近又开辟新路，并

修建了一座过河石桥来连接场镇东西路
口，并取名为“接凤桥”。

除了“新开坦途”碑外，清同治年间任
四川正考官的孙毓汶曾在日记里用“来凤
驿去县城九十里，来往使传皆局绅代办，
供应喧呼，竟夜不能成寐”等句子，来描述
来凤繁荣的景象。另一位清代诗人王梦
庚在感受来凤的热闹之后，也在《咏璧山
县来凤驿诗》中用“古驿苍茫照落西，临邛
凤羽漫称奇”的诗句，突出了来凤在成渝
古驿道上的重要地位。

“彼时，成渝东大路上的过往客商不
仅为来凤驿带来了繁华，也促进了当地名
菜来凤鱼的诞生。”胡正好说，史料记载，
来凤鱼诞生于康熙年间，由来凤驿有名的
邓家鱼馆创制，其创立之初就以麻、辣、
鲜、香吸引了南来北往的食客。后来，随
着成渝东大路的日渐繁华，来凤鱼又吸收
了江南、淮北等菜系的特征，诞生了多种
口味，让不少食客趋之若鹜。

“来凤驿繁华的背后，反映的是当时
成渝两地密切的交往。”胡正好说，到了抗
战时期，随着成渝公路的修建，这种交往
更是达到鼎盛。仅1938年，来凤的织布
业、染织业的营业额就达400多万元。上
世纪40年代，来凤驿从官驿蜕变为民驿，
民用货物的运销和批售集中在此经办。
来凤成了璧山、江津一带重要的盐糖运销
和批发地，其商业的繁荣，使其获得了“小
重庆”的称号。

发达的经济，也吸引了不少名人到
此。据《来凤街道志》记载，抗战时期的璧
山可谓名流际会——国学大师梁漱溟曾
在来凤驿创办私立勉仁中学；哲学家熊十
力曾在此避难，并增订哲学著作《十力语
要》；教育家黄炎培以《来凤驿》为题，创作
了散文诗。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成渝高速公路
的建成通车，让来凤失去了交通枢纽的地
位，整个场镇也逐渐落寞。

“这样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变。”胡正好
介绍，2018年，来凤街道的来凤村被纳入
重庆市“三变”（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示范村。未来，来
凤将深度挖掘旅游资源，力争把这里打造
为生态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的新型旅游示
范地。

“正在建设中的黛山大道将经过来
凤，随着这条大道的通车以及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不断推进，来凤将迎来更
加美好的明天。”胡正好说。

马坊桥马坊桥
一段美好爱情的传说

作为古时成渝之间的“高速公路”，璧
山境内的成渝古驿道吸引了不少文人墨
客，他们用游记或诗文记录下沿途所看到
的风景。

当记者再度翻阅这些游记和诗文时
发现，不少游记在写到马坊桥（位于今璧
山区丁家街道）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它

见证了一段美好的爱情。
一座普通的桥梁和爱情有什么关

系？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一行在结束来
凤的采访后，驱车前往马坊桥所在地——
丁家街道。从来凤街道出发，沿着108省
道驱车约半小时来到丁家后，一座五孔石
拱大桥映入记者的眼帘。

张颖介绍，这座桥是在原马坊桥的基
础上改建而成的。史料记载，最早的马坊
桥修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两边护栏
刻有石狮子，因桥头有明代马氏节孝牌坊
得名，是成渝古驿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那么，这座桥又怎么会和爱情产生
关系呢？根据英国外交官爱德华·科尔
伯恩·巴伯在1881年所著的《华西旅行
考察记》记载，这主要来源于建桥之时的
一个传说。相传，在马坊桥竣工的那天
清晨，有一支护送新娘的迎亲队伍恰好
走到桥头。造桥的匠师邀请新娘为这座
桥起名，这位姓方的新娘就以自己与马
姓丈夫之间的相遇、相恋为内容，吟诗一
首。有感于他们之间纯洁的爱情，当地
人决定用夫妻二人的姓氏，把这座桥命
名为马坊桥。

“书中记载的爱情故事无疑体现了人
们的美好愿望。事实上，作为成渝古驿道
上重要的交通枢纽，自明代以来，马坊桥
以及丁家坳（今丁家街道）就见证了不少
悲欢离合。”张颖说，例如，明代著名文学
家杨慎因得罪朝中权贵，被贬到巴蜀一
带。其间，他为办理公务，沿成渝古驿道
前往成都，在路过马坊桥时有感而发，挥
笔写下一首《马坊桥》，用“无奈旅怀多，村
酤引睡魔。醒醒不成寐，枫叶助吟哦。”的
诗句来表达自己去国怀乡之感。

除了杨慎外，马坊桥临近的丁家坳也
吸引了不少名人在此驻足。

1915年，刘伯承曾受命到此，与当地
乡贤张明安共同组织璧山讨袁义勇军，为
护法运动贡献了力量。而在上世纪40年
代，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和邓
颖超，受远在延安的吴玉章之托，专门来
到丁家为其长子吴震环证婚，留下一段佳
话。

2018年，随着马坊桥水毁修复工程
的完工，马坊桥一带已成为可满足生态
防护、滨河观赏、观光休闲、科普健身等
多种功能的绿色生态景观长廊。据悉，
合璧津高速也将在马坊桥附近设置下道
口，交通的便利将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来
到马坊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成渝两地
重要的交通枢纽，璧山区正多管齐下，积
极融入双城经济圈建设。该区将利用自
身的区域优势，积极对接周边区县，与永
川、北碚等周边区县建立共建、共享联动
机制，协调做好永璧高速、北璧高速等重
大交通项目建设的难点热点工作。此外，
该区将建设15平方公里环境优美、配套
齐全的西部（重庆）科技创新小镇，积极联
动成渝地区高校，推动成渝地区创新资源
集聚扎堆，产生“化学反应”“链式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