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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尽处是吾乡 风雨千年写新章
——写在“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大型系列报道结束之际

□本报记者 姜春勇 黄琪奥 韩毅

听巴山夜雨，饮蜀江春水。“重走成渝古
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大型全媒体系列报
道今天告一段落。

川渝两地党报携手，历时月余，行程千
里。重庆日报采访团队从重庆到成都，实地
探寻、采访群众、挖掘史料，收获满满。从7
月6日截至今日，重庆日报共刊发13个整
版的报道，推出海报、短视频、H5等融媒体
产品共40件，在重庆日报、重庆日报新媒
体集群、今日头条、抖音、微视、快手等平台
刊播，引发社会热烈反响，让成渝古驿道这
个昔日冷僻、小众的学术课题成为了大众
喜闻乐见的热门话题。

四川日报、川报观察客户端也派出采
访团队从成都到重庆实地采访，同步推出

“重走成渝古驿道”系列报道。
驿道上斑驳的印迹见证着先人筚路蓝

缕的奋斗精神；牌坊石碑上的文字蕴含着
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古道沿线流传的故
事滋润着我们心田……我们追寻先人足
迹，感悟历史、体味乡愁、见证辉煌，既为成
渝古驿道丰厚的历史内涵所震撼，更为当
今沿途城市的蓬勃发展所振奋。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成渝古驿道堪称
古时川渝两地经济社会人文交往的大通
道，是见证从古至今巴蜀历史烽烟的活化
石。在川渝携手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
时代背景下，成渝古驿道是集自然、人文、
历史、城市、田园等文旅资源于一体的宝贵
载体，如何活化利用成渝古驿道，打造出一
条具有国际范、中国风、巴蜀韵的黄金旅游
廊道，亦是此次报道关注的重点。

零散破碎零散破碎
现状不容乐观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虽然成渝古驿道
上的一些重要文物、遗址得到了保护，但成
渝古驿道总体现状却不乐观。

例如，曾经作为古驿道最直观的物质
载体——青石板路，由于城市建设等原因
大都被拆毁，甚至消失，如今只有走马、隆
昌、龙泉驿等地还可以看到部分残存的石
板路，位于中梁山二郎的石板山道近年也
被拆毁，不可行走。

位于大坪的石牌坊群、资中两路口的
牌坊群也由于城市发展的原因，或被搬迁，
或所剩无几。

还有部分地方在修复古驿道沿线的城
墙、桥梁、石桥等遗址时，简单地采用以新
补旧，忽视“修旧如旧”原则，甚至造成了二
次破坏。

古驿道上不少的旧建筑、关隘渡口等
遗存，处于残垣断壁、被废弃缺保护的状态
中。

专注于古道研究、此次与我们同行作
指导的重庆自然博物馆学者张颖对此深有
感受。他告诉我们，由于城市建设中的道
路叠压、拆卸利用等因素，让古驿道的遗存

本就不多。更可惜的是，在对这些有限的
资源进行修缮时，相关部门由于缺乏保护
意识，导致不少珍贵文物消失。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
授曾于2013年、2017年两度带领学生团
队对成渝古驿道全线进行了田野考察，他
得出的结论是：破坏较为严重。“特别是古
驿道的重要见证——青石板路，由于城市
建设的原因，大部分都已被拆除。诸如老
桥、牌坊等珍贵文物，也由于种种原因消失
殆尽，部分文物虽然保存下来了，但也没有
引起重视，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蓝勇称。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认
为，对成渝古驿道保护的难点在于，古驿道
所处地域都是川渝城市密集之地，随着城市
开发力度加大，对古驿道的破坏不可避免。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成渝古驿道整体
并没有纳入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对象范
围，虽然古驿道上有一些历史遗址是受保
护的文物单位，但对古驿道整体性保护并
不理想。

“所以说，要真正做好文物保护，进而
合理利用，我们就必须摸清家底。”白九江
建议，川渝两地需联手对成渝古驿道上的
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摸底分类、评估，有针对
性的保护利用。当务之急是成渝古驿道沿
线要建立起保护联动机制，对现有遗存妥
善保护，不可破坏，也不可盲目修复开发。

在成渝古驿道沿途采访中，我们发现，
几乎每个地方都将文旅作为调整产业结
构、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打造了一些可
圈可点的景区景点，但就像满盘的珍珠没
有串成项链，都各自为政，使得成渝古驿道
的价值大打折扣。

“这是古道旅游开发难的一大难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
家、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
示，古道的优点在于知名度大，文化底蕴、
旅游资源丰富，沿线聚集了大量人文遗迹、
风景名胜，这是旅游形象传播的无形资本，
易树立品牌。不利的地方在于古道旅游线
在空间上表现为线状，距离跨度大，行政区
划不同，难以形成步调一致的、整体性的、
系统性的开发。

日趋重视日趋重视
古驿道保护利用渐成热点

近年来，随着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概念
的兴起，如何借古道文化，开展文旅融合，
正在成为热门话题。

这也逐渐引起了成渝古驿道沿途各地
的重视。虽然如前文所述，成渝古驿道整
体现状不容乐观，但不少区县亦努力通过
原地保护开发等手段，让驿道文化成为一
道独特的风景。

渝中区正大力传承母城文化，挖掘古

驿道文化资源，昔日古驿道的一段——山
城步道已成为网红打卡地。解放碑-朝天
门步行大道品质提升综合整治工程示范段
已开工，它将串联起沿线28个历史文化景
点，成为一条文旅景观大道。老鼓楼衙署
遗址公园修建已启动，将“活化”800年前
的重庆城风貌；鹅岭公园-佛图关公园-半
山公园-虎头岩公园半山崖线步道建设正
在加紧推进，将成为探访古渝之源、览胜母
城之巅的好去处。

白市驿镇打造的“驿都花海”复原了成
渝古驿道上重要的11座驿站景观，走马镇
以“梦回拾景·千秋古驿”为主题，打造都市
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一环十点”旅游路
线，去年实现旅游收入超8000万元。

璧山区通过打造占地1200余亩的古
道湾公园，深度挖掘古道文化的历史文脉，
讲好古驿道上的璧山故事，还原昔日来凤
驿和丁家坳的繁华景象。公园建成后，将
以古道湾水域为依托，古道文化为底色，打
造古村落、古茶铺、古酒肆、古战场、古栈
道、古镇古街等23处古道文化场景。

位于川渝两地连接点上的荣昌区，近
年来主打古道文化牌——保护古驿道上古
老的宋代施济桥，以成渝古驿道为基础打
造安陶小镇，修复1912年重庆蜀军政府和
四川军政府举行合并会谈的禹王宫。

四川各地对古驿道文化资源的保护开
发，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隆昌市着力打造
清代时期的石牌坊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全力推进云峰关森林公园、隆桥
驿森林公园的建设，使古道文化“活”起来。

资阳南津镇的迎仙桥是成渝古驿道的
重要交通枢纽，该市遂在迎仙桥附近新修
一公路桥，让老桥得到妥善保护。

龙泉驿区正在深入打造古驿名人文化
工程，修复名人故居、四大会馆。打造“古
驿十二景”生态型绿道，将古驿文化植入天
府绿道，规划建设以古驿道为文化主题的
生态绿道30公里。用古驿道作为基本道
路，串联12个具有龙泉驿历史文化和各具
特色的景点，重点打造洛带、茶店、山泉、柏
合4个镇，串珠成线。

成都市锦官驿附近的水井坊历史文化
街区是成都四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之一,
包含了老成都水码头、锦江、九眼桥、廊桥、
锦官驿、合江亭、水井坊、香格里拉、兰桂坊

等新旧地标，真实再现了古驿道文化。
这些深度挖掘古驿道内涵的文旅实

践，让人欣喜，更让人振奋。

正当其时正当其时
让成渝古驿道“活”起来

古道文化在中外都是宝贵的线性文化
遗产，是不可多得的文旅资源。比如，西班
牙长约800多公里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
是欧洲著名的文化之旅路线，1993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去观光游览。

在国内，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越
来越多的地方重视打“古道”牌，如丝绸之
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开发都搞得有声有
色，成为著名的文旅线路。蜀道和茶马古
道先后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更是让
各地认识到古道资源的重要性。

随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战
略的不断推进，成渝古驿道的活化利用再
次受到世人瞩目。

今年以来，四川省文旅厅与重庆市文
化旅游委先后在成渝两地召开了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推进工作会，双方明确了坚
持“一盘棋”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
思路，戮力同心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成国际知名文旅目的地。

重庆市文旅委副主任秦定波称，川渝
合作中明确提出将以巴蜀文化为纽带，打
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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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文物考古部门近日
在渝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合作开展
包括成渝古驿道在内的川渝两地文化线路
等专项调查。活化利用成渝古驿道，正当
其时，大有可为。

秦定波建议，首先川渝两地要携起手
来，共同挖掘、提炼成渝古驿道的文化内
涵，以文化赋能旅游业发展。其次，对挖
掘、提炼出来文化内涵，进行以市场为导向
的旅游表达，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体验性强
的景区，进而对游客产生吸引力。最后，由
点到线、由线及面，串联周边景区，完善导
引导识、旅游厕所等基础服务设施，以节会
活动等方式培育成渝古驿道品牌，打造“黄
金旅游走廊”。

“成渝古驿道品牌是极其宝贵的历史
资源，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四川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教授表示，成渝
古驿道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及沿途丰富的人
文自然景观，完全可以开辟成一条独具特
色的旅游文化走廊，甚至申报世界文化线
路遗产。川渝两地可联手对成渝古驿道沿
途景观进行重新规划和设计，部分远郊路
段可在修复后，向市民提供骑马、滑竿、推

鸡公车等乡村游特色服务；对于部分靠近
主城的古驿道，则可与周边城市绿道相结
合，成为城市步道，通过举办诸如越野挑战
赛、自行车赛的方式，提高古驿道的利用
率，进而提高游客的参与感。此外，针对驿
站邮铺等已经消失的文物，可通过在其遗
址处树立纪念碑，或建设公园集中复原的
方式，成为新的文旅资源。

罗兹柏建议，可以采取“场景还原+分
段开发”的方式活化成渝古驿道。场景还
原，既要不失“原真”，做出历史的氛围和味
道来，又要结合时代的审美需求，满足大众
化游客的需求。可以分段开发，不搞一刀
切，成熟一段推一段，每段既有驿道文化的
统一，又有各自特色，采用“古驿道+文化”

“+体育”“+特色农业”等模式，打造多主题
线路，为大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旅产品。

通过“重走成渝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
变化”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我们深切感受
到，活化利用成渝古驿道一定要注重整体
性开发，擦亮“成渝古驿道”这个文旅品
牌。广东省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该省
2017年就出台了《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
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以“文化线路”为视
角，系统梳理了南粤古驿道资源，将广东省
内散落的202处古驿道遗存归纳成6条重
要的线路，与绿道、风景道、水道等串联起
来，形成一个完整、走得通、看得见的线
路。规划明确提出至 2025 年，将建设
11230公里的古驿道网络，252个一级驿
站，248个古驿道文化特色乡镇，带动1320
个贫困村的建设和发展。

成都市高度重视古道资源保护利用，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强
调，将构建“一环、两轴、四线、五片”的全域
文化空间保护展示体系，其中“四线”即为
古蜀道金牛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成渝古驿道。

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重庆历史底
蕴深厚，文化资源富集，山水是重庆的“颜
值”，人文是重庆的“气质”。通过“重走成渝
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系列报道，让更
多的人了解巴蜀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是党报的重大责任与使命担当。

对成渝古驿道要坚持保护优先，合理
利用，创新发展。在抓好资源普查的基础
上，把古道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中，在保
护中发展，把相关元素植入景区景点、融入
城市街区，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
手段，积极推动古道文旅融合模式创新，充
分发挥文化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
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让成渝古驿道这一优
秀历史文化资源活在当下，服务当代，造福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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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图：：美丽的重庆渝中半岛美丽的重庆渝中半岛。（。（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重庆走马镇成渝古驿道遗址重庆走马镇成渝古驿道遗址。。 记者记者 齐岚森齐岚森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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