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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文新学院教授杨玉华等著的
《天府文化概论》，于 202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全书近五十万字，是为天府地域
文化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著创立了新的地
域文化观念，结构合理，具有严密的系统，善
于吸收学术研究成果，虽是集体完成的，但论
述的风格统一而谨严平实。关于天府文化的
概念，虽然在历史上可指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地势形便、人民殷富之区域，但东汉末年

诸葛亮在论治蜀方略时已称：“益
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明
清以来渐渐特称成都平原为天府
之国。杨玉华教授在绪论里考察
了天府概念的历史状况，对“天府
文化”予以界说，以为是指：“以成
都平原为空间，从古蜀文明一直
传承延续到现在的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总合，是蜀文化的主干
和核心，是蜀地民众千百年来的
智慧结晶，是中华大地众多地域
文化中的奇葩。”此界说避免了

“蜀文化”或“四川文化”的空泛，
也避免了“成都文化”的狭小。

“天府文化区”这一地域概念
是直接与“川西平原”“成都平原”

“都江堰灌区”及“成都平原经济
区”等概念相关联，但以称“天府文化区”最为
合理。“川西平原”实指成都以西的肥沃的平
原，即属都江堰灌区的成都、华阳、温江、郫县、
崇庆、新都、灌县共七县。新中国成立以来都
江堰灌区扩展东风渠、人民渠、外江灌区，计有
简阳、资阳、资中、仁寿、眉山、荣县、井研、青
神、新津、大邑、彭县、广汉和金堂。这大大超
出了川西平原的范围。近年因四川经济的发
展而创建了新的“成都平原经济区”，包括成

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乐山、雅安、遂宁在
内的四川最肥沃富庶之地。自2017年以来成
都大学为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而成立了“天府
文化研究院”，因此以“天府文化区”代替“成都
平原经济区”则具丰富的历史意义并较合于学
理，亦特具现实意义。这应是四川地域文化研
究中新的地域文化观念。

关于成都历史与文化的著述，已有《成都
城坊古迹考》《成都街巷志》《成都通史》和《成
都城市史》等著作。此外，尚有各种巴蜀历史
文化之著，但却无一种确切论述成都为天府
之国或论述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历史文化专
著。因此《天府文化概论》的问世不仅填补了
四川地域文化研究的空白，尤其具有推动地
域文化发展新的意义。

在新创的“天府文化区”观念引导下，《天
府文化概论》构建严密的理论体系，由此展开
对若干专题的论述。这些论述是横向的文化
研究。为了理解整个天府文化的发展过程，
此著在绪论里特论述了天府文化的历史嬗
变，将此地域文化的历史分为古蜀时期、秦汉
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至隋时期、唐宋时期、
元明及清代中叶时期、清中叶至清末时期、民
国至现在，共七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突出
文化现象及成就作了概略评介。这样构建了
天府文化区的整体历史观念，以此统领具体

的文化内容。关于天府文化的内容，可分为
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大类。包括古蜀文
化、治水文化、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文化世
家、女性文化、出版传播，以及宗教、科技、美
食、工艺美术、游乐等文化。在论述这些专题
的文化时，突出了其时代特色和突出的成就，
以文献为基础，吸收了有关研究成果而作出
较为平实的论断。由此提供了天府文化区丰
富全面的文化知识，展示了此地域的历史文
化意义。

关于天府文化的特质，杨玉华教授概括
为十个特点，即地理气象条件优越、山川秀
丽、物产丰富、生活富足、开明开放、人文发
达、智慧风趣、乐观包容、优雅时尚、务实勤
劳。它们的整合即为天府文化特质。显然这
十个方面有的稍有溢美或夸大之处，然而确
有助于弘扬地域文化和推进地域文化发展的
效益作用。

从上述可见，此著虽为关于特定地域文
化全面系统的知识性论述，然而其学术意义
在于新创立了天府文化区的观念，对地域文
化作了历史的分期概述，而重点是对精神文
化与物质文化的精要专题式论述，尤其对天
府文化的特质作了新的概括。故此著应为优
秀严谨的地域文化研究新专著。

（作者：谢桃坊，四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大邑历史文化研
究》是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第一辑中的一部，是中心历时数年倾力
打造的研究成果，现在终于问世，实为一件令人
欣慰之事。

大邑县现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其历史非常
悠久，它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 其古城遗址距今
已有 4500 多年，早在唐代（公元 671 年）这里便已
建立县制，距今亦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境内山川
秀丽，文物璀璨，素有“蜀之望县”的美誉。虽从

《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地
方史志中，关于大邑县的记载所在多有，其内容
亦非常丰富，但受限于史志体例，其完备系统之
著仍付阙如。因此，精心结撰一部全面、系统、深
入研究和展示大邑历史文化概貌的论著就成为
大邑县文旅发展的当务之急。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书，正是因应上述情
况，力求有所弥补，意在能更具体详尽呈现大邑独
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风貌。全书紧紧围绕“文化”展
开，分别从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两个角度切入，全
方位展现了大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风光无限的
特点，深入剖析了千年古镇的文化肌理。

论著对大邑最具标志性的西岭雪山、静惠
山、烟霞湖、香泉溶洞、花水湾温泉等景点进行了
细致描绘，生动具体呈现了当地美不胜收的迷人
风光，且不仅仅停留于自然风景的描摹，还融入
历史上来访名人的逸闻趣事以及题诗题字，读来
令人心驰神往、兴味盎然。

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的是当地深厚的历史

底蕴，大邑是著名的宗教圣地、三国文化重镇、博
物馆小镇⋯⋯该书由此还梳理了大邑作为道教
发源地的相关历史，从张陵在鹤鸣山创立五斗米
道到张三丰在此修行的相关记载，无不表明大邑
与道教的深厚渊源，鹤鸣山也因此被信徒视为神
仙居所、洞天福地，参拜者众，香火不绝，其神话
传说极为丰富，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

大邑与佛教也渊源颇深，境内的雾中山是佛
教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传播地区之一，山中曾建有
国内最早一批寺庙，雾中山也因此被誉为“四方之
寺, 惟兹山始”。书中对雾中山中及周围著名寺
庙的历史沿革、风景文物、传说故事、名人游历情
况都有详尽描述，读来颇具知识性与趣味性。

另外，大邑还是三国时期的军事要塞。蜀汉
名将赵云曾长期驻兵于此，护卫成都。他病逝后
就安葬于此地的静惠山脚下, 附近建有纪念祠
堂，红墙白壁，殿宇雄伟，当地人称之为子龙庙。
书中记述了历次修复墓地与祠堂的情况，以及后
人的凭吊诗词，从中可见三国文化在当地的厚重
影响。

同时，大邑又是著名的博物馆小镇，建川博物
馆聚落、刘氏庄园博物馆等诸多著名的博物馆荟萃
于此，颇负盛名，影响非常大，可视为了解中国现代
历史的重要窗口，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与价值。

此外，《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一书还对大邑的
古镇文化、公馆文化、家族名人文化、诗词文化、
手工艺文化等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展现，由此
构建了关于大邑历史文化全面完整、丰富生动的
解读。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充分使用已有资料，可以
说汇集了能够见到的所有关于大邑的资料，包括各
种方志以及通史等材料，尤其是一些当年内部发行
的资料，可以说有集大成之功效。因而该书史料丰
富，内容详尽，同时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因为大邑本身就是众多美景与深厚文化
的荟萃之地，该书也特别注意将自然风光、历史传
说、历代诗文熔于一炉，字里行间充满诗情画意，颇
具感染力。总之，这是一部关于大邑历史文化既具
学术价值又能雅俗共赏的作品。

作为千年古镇，今天的大邑更是以其独特的
山水风光、历史遗迹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
来、流连忘返。这本《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相信可
以成为读者了解、认识、研究大邑历史文化的上
佳之选。

（作者：魏红翎，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

对人类而言，文明的交流必须依赖于交通
的便捷。便捷的交通，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
也带来了无数意想不到的林林总总的“改变”。
而交通干线上的诸多“驿站”“邮亭”，也在扮演
着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由
杨玉华先生主编的《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 12 月出版）
一书，正试图通过文献爬梳与田野考察，为我们
还原曾经长期作为驿道重要驿站的龙泉驿及其
所属驿道上的“往事”与“陈迹”。这些“往事”与

“陈迹”，对于我们认识已跃入国家级新区天府
新区核心区域的“龙泉驿”的前世与今生，有相
当的启示意义。

一、古驿道龙泉驿的历史云烟

位于成都市区东南翼的龙泉驿，曾是众多
古驿站中的一个。龙泉驿具有明显的区位优
势，它属于成都东向交通的第一站。在历史上，
龙泉驿经历了东阳、灵池、灵泉和龙泉驿等几个
名称的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名称，其交通要道
的重要性是相当巩固的。雍正《四川通志·驿传
志》部分，记录了当时四川陆上与水上驿路分布
情况。陆上驿路有四条，分别是北路、南路、东
路和僻东路。其中，北路、南路、东路都以成都
为起点，僻东路相当于东路的支线，起点是泸
州，“至赤水河止”。东路则“现设驿传自龙泉驿
起，巫山县止，共十八站”。可见，龙泉驿是成都
出发的东路首座驿站。在这条由西向东的驿
路，连接成都与重庆两座中心城市，并有若干支
线串联起蜀中各地。这条古驿道就是有名的成
渝古道，又称巴蜀大道，简称“东大路”。作为西
南大都会的成都，从东出发，与广大的长江中
下游及其他南方地区的交往，从陆路的角度而
言，龙泉驿是第一站，自然也是进入成都的最
后一站，特别是自明代之后，龙泉驿的区位优
势更加明显。这一前一后、一进一出的交汇，
使龙泉驿成为各路人员流、货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文化流的枢纽，由此带来龙泉驿的繁荣
与繁盛。

二、《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
究》的历史担当

《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一书正是基于
这样的历史背景，努力通过对众多历史文献的爬
梳和田野考察，还原成渝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
——龙泉驿的前世与今生，由此，龙泉驿古驿道区
域内诸如陵墓、古建筑、崖墓群、造像、革命遗址等
遗迹文化，源远流长的花果栽培、别具一格的山林
野趣、赏心悦目的湖光山色、世界第一的城市森林
公园及“天府绿道”等山水农林文化，古驿道上的
佛光刹影、古驿道上的宫观道风等宗教文化，东山
五场的客家移民文化，古驿道旁的皇家陵寝以及
底蕴深厚的明蜀王府文化等皇家文化，古驿道上
名门望族的名人文化，古驿道上茶铺客栈的场镇
文化，古驿道上抒情言志的诗歌文化，都在这部书
中得到充分地体现与历史地展现。

驿道连东西，往来通古今。时光流转到今
天，昔日的“东大路”已被沪蓉等沿江高速公路和
高速铁路替代，今天的龙泉驿区也早已蝶变为闻
名世界的“汽车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国
家级天府新区的核心区。曾经东出成都需要歇
息停靠的古道驿站——龙泉驿，已成为成都发展
的新中心。这个新中心既是城市空间布局的中
心，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发展战略的
实施，都在助推龙泉驿勇挑时代重担、勇担历史
重任。那些曾经闪耀在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星空
中的云烟往事，在呼唤增强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或许就能给我们某种意想不到的启迪与力量。

三、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
中心的宏伟抱负

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立足成都的历史与现实，以学术丛书的形式，绾
结起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
等诸多功能，第一辑丛书七种涵盖历史、文学、文
化、美学、新闻传播、语言学等学科，而《龙泉驿古

驿道历史文化研究》正是其中的一种。
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想还原“历史的肉

身”，更主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与还原，为
今天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镜。这就正如本书第
十章所总结的“龙泉古驿道精神”，它包含了古驿
道济世精神：包容开放；古驿道创业精神：吃苦精
神；古驿道诗性精神：诗意栖居。

当前，成都正在大力弘扬传承天府文化，作
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龙泉驿，正在
奋力书写天府成都的龙泉篇章。从文化的角度
而言，龙泉驿的着力点就是千方百计提升其在成
都区（市）县和天府文化中的识别度、显示度和美
誉度，加快建设特色客家文化与传统天府文化交
相辉映、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世界文
化名城示范区。

如此看来，《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的
出版正当其时。该书对龙泉驿前世今生的历史
还原，对其区域内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的清理以
及制定区域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科学建议，无
疑就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相信这部近25万字的探究古驿道历史文化神奇、
神秘、神妙的开创性著作，能够滋养包括龙泉驿
——但远不限于龙泉驿的所有古驿道区域的历
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性思
考与科学实践。

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明的交流与
互鉴。
（作者：潘殊闲，西华大学二级教授、文学院院长）

古驿道与文明互鉴
——《龙泉驿古驿道历史文化研究》的启示

一
“唐诗吾家事”，此言不虚。从 20 世纪四

五十年代张挽澜先生涉足唐诗研究到其子张
天健一部部唐诗研究著述问世，再到其孙张
起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唐诗夜航》出版，直
到现在张起与其父张天健更为厚重的新著

《唐诗疑难详解》与读者见面，其中贯穿着一
种学术薪火相传的可贵精神。张天健不惜以
八十七八岁高龄的残年余力与儿子张起一道
以更加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勇于挑战权威，
沉潜于唐诗瀚海拾贝探珠，终于形成了这部
更具问题难度与思想文化高度，学术性、通俗
性相得益彰的重要著作。张天健已于一个多
月前病逝，这部厚重的《唐诗疑难详解》出版，
可告慰他老人家于九泉矣。亦如张起所云：

“《唐诗疑难详解》带着问题意识，选择唐诗研
究中未结的疑难，作进一步解难。”“发精辟新
警之论，篇篇有新意，坚持独辟蹊径原则，不
人云亦云，尽量发人之所未发；坚持学术服务
人的观念，‘解疑中审美，审美中解疑’，让广
大读者在轻松活泼的阅读中增加知识，满足
精神需要。”张起、张天健父子多年如一日地
致力于唐诗研究，愈益沉潜涵泳，愈觉宝藏丰
富，览之不尽，采之不竭，欲将唐诗瀚海中的
奇珍异宝奉献于当代学术界，其心其情，诚
可感佩。据说这部厚积薄发之著，是其父与
已故诗人、学者流沙河交流时，由流沙河建议
的书名，并为张天健题写了条幅。

二
《唐诗疑难详解》分“唐诗拾疑”与“唐诗

杂说”两辑，计 96 篇。“唐诗学术，传统治学有
注释、笺证、考订、品藻、述事、论说、圈点等，

《唐诗疑难详解》综合运用以上方法，广采博
收，融古通今；汇考证、调查、搜奇、品鉴、佚文
于一体，对唐诗中的悬疑进行探索、揭秘、破
解、存疑。”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张氏父子
李杜情深，令人肃然起敬，而又妙趣无穷。仅
在第一辑《唐诗拾疑》中研讨杜诗疑难就有
11篇，李白有3篇。试以第一辑第一篇《杜甫
<槐叶冷淘>“碧鲜俱照箸”之疑》为例，文章
不仅考证出槐叶冷淘分明是四川凉粉做法，
进而追溯到鲜为人知的诗人离蜀是皇帝征
召，入朝为官，“永泰元年（765）四月诗人去
蜀，赴长安履工部员外郎，半途消渴病（糖尿
病）发作，无力北归，忧心如焚，日日北望朝
廷，思念新君，在此心情下以‘夔州冷淘’献至
尊。”文章深入探究病途中的杜甫为何对君王
如此忠心？张氏父子据此挑战历代对杜甫政
治思想的评价。文章引证苏轼对杜甫评价后
阐释：“杜甫对后世影响那么大，如何评价，确
实很难。说他是人民诗人不准确，说他是现
实主义诗人也不全面，我们给他的评价是在
贵族社会走向平民化的历史巨变中的一位末
世贵族诗人。自然与苏轼的判断是相合的，
其情怀是贵族情怀，其思想是儒家思想，所以

‘忠君’是基本立场。”文章一直追溯到杜诗为
何誉为诗史。张氏父子进而挑战“愚忠”之
说，称此乃庸俗之见，而大仁大义的思想本
质，这才是“诗史”的核心。文章“以末世贵族
情怀作为重诠杜诗的密码”。借以发现隐微
书写的深沉意义，“展开关于本诗题旨及杜甫
思想的钩沉，还原真实诗人，还原本来面目，
是我们的责任。”张氏父子经长达数十年孜孜
矻矻、焚膏继晷的研究与探索，评价诗圣杜甫
有着对世俗之见的大胆挑战与新奇发现，足
以令人警醒。

三
元稹是历史上存在严重争议的唐代诗

人。书中《关于元稹“变节”之疑》直接挑战赫
赫学术权威陈寅恪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张
氏父子批评陈寅恪：“从婚仕两方面臧否人
物，看似置于中唐社会的分析，实则先入为

主，按主观逻辑推断，对元稹甚为不公。”文章
着重从元稹所处中唐平民社会的平民价值观
取代了唐前期贵族价值观作观察与考评。从
而称述：“从李商隐、温庭筠、元稹被舆论谤毁
即可察知社会之变。”张氏父子举证杜甫家族
请元稹为杜甫撰写墓志铭及墓志铭中的价值
观，便可清楚了解元稹的人品。张氏父子慨
叹：“然而却被诬了千年。”作者还针对元稹仕
宦“工于投机取巧，男女情感失于道德，无节
操之守”。尤其“此后学术界便继踵发挥”之
论予以严肃反驳。认为元稹“有鲜卑血统的
直爽可爱，敢作敢为的个性；作为贵族子弟又
有传统贵族的道德”。并且对元稹在“永贞之
乱”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论述，以确凿证据为
元稹“变节”平冤叫屈，还元稹以正直的人格
品貌。此情此志，令人敬佩。

四
唐诗分期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文

章指出用“四唐”分期世所公认，四唐分期始
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其方法为“以时为
体”。文章在充分肯定杨士弘、方回、严羽、高
棅诸人四期说所作贡献的同时，又中肯地指
出以帝王或时间界分的缺失。最终引用吴经
雄“夏秋之插曲”论。张氏父子予以赞誉：“他
提供这一新的分类，更替唐代诗人，给予读者
其他不同角度切入思考与方向定位，这个分
类新思路突破了传统，是以诗作为主，以个人
生活他事为辅，概括验证四季的分类标准，可
谓唐诗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由此可以管
窥张起、张天健在《唐诗疑难详解》中在对众
多传统疑难的解说中，充分依据丰富而又翔
实的文献资料，将其置放在特定的政治思想
文化潮流演变中，奋力拓展研究的新思路、新
方法，展现出张氏父子唐诗研究视域无比广
袤而又高远的新天地。

五
第二辑《唐诗杂说》共 38 篇，亦有不少精

辟的创见，诸如《刘长卿与五言长城》《上官仪
与上官体》《中唐元和体》等。论析刘长卿被
称为“五言长城”问题善于从五律的流变中探
讨其诗歌创作的成就，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他
的排律《五十韵》的艺术特色。论述上官仪为
宫廷诗代表人物则谓其“写作上骈俪对仗，异
常精巧华美，为许多诗人仿效，蔚为时尚。”评
述上官仪对宫廷只赞美而不谄媚，遂遭武后
处死。在诗歌创作上提出“六对”“八对”之
说，矢志不渝地追求对仗工稳的形式美。并
认定他（们）是通过创造形式的美去掩盖内容
贫弱的诗人。

《唐诗疑难详解》体现了张氏父子远大的
学术理想追求与抱负，体例创新，坚持将学术
引下山，采用新颖的一问一答，将解疑过程交
与受众⋯⋯“深者浅出、浅者深入”，充分体现
学术的细密和慎严，对于张氏父子唐诗研究
具有里程碑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何世进，专业作家、文学评论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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