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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道上舒卷的历史烟云，除了有金戈铁马、豪情
万丈之外，还有诗词浪漫、文化交融，在这些之外，经济
商贸同样构成了蜀道的底色。在漫漫历史之中，无数的
货物、货币，通过蜀道的地理连接，流通四方，交汇天
下。战国的“秦半两”、新莽的铜范、三国直百五铢铜钱、
唐代开元通宝铜钱、宋代铁钱⋯⋯这些货币“你方唱罢
我登场”，记录下了蜀地商业的繁华往昔。直到北宋时，
成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在世界金融史
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交子”诞生前，世界各地的交易，要么以金银铜
等贵重金属为一般等价物，要么干脆用以物易物的形
式来进行。这种货物的交易方式存在许多弊端，其中
最典型的当数大宗交易时，钱币的重量会极大，甚至
可能超过货物本身。这种弊端，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
沉重枷锁。

北宋时，成都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蜀道上商旅往
来不断。在茶马、茶盐贸易中互有巨额的货币周转，成
都成为当时最大的粮食、茶叶、纺织品和纸张、书籍集散
地，以及西北地区的物资供应基地。当时，全国的富商
大贾云集成都，《宋史·食货志》说：“河东富人多弃产而
入川蜀。”

北宋时，成都府的商税额仅次于杭州，居全国第
二。当时的成都已经成为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金
融中心，是“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衢，
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西南大都会”。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急需一种轻便可靠
的新货币，来代替市面上流行的铜钱和铁钱。宋仁宗天
圣二年（1024 年），由北宋政府主持，正式发行“官交
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
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被
正式确认。

与 1661 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欧洲最早的纸
币、美国1692 年发行的纸币相比，成都诞生的“交子”领
先 600 多年，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中
外学者也把它誉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交子”出现在成都，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
着深厚的经济和科技积累。纸币的诞生，需要造纸业和
印刷业作为科技前置，正好宋代成都的造纸业和印刷业
高度发达。宋代“成都造”的商品中，有两种达到了世界
顶级水平，那就是上等的丝绸和薄如蝉翼的纸。

成都造纸业从唐代起，就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到
了宋代后进一步发展。“交子”采用的褚纸就是成都的特
产，进而在之后成为全国性纸币的印制专用纸张。在造
纸业之外，成都的印刷业“宋时蜀刻甲天下”，北宋成都
是全国的印刷中心，宋太祖就曾命令大臣专程到成都刻
印《大藏经》。

在经济与科技的有力支撑下，蜀地发行的“交子”采
用同一色的纸张，分朱、墨双色套印，纸张绝佳，刻印一
流。其图案也很精美，常绘上房屋、树木、人物等。为了
防伪，各钱庄还在“交子”上做暗记并加盖押字。作为一
种铸币符号，成都有先进的技术手段保证市场流通的

“交子”难以仿造，也为后世积累下了发行纸币的宝贵经
验，至南宋时，全国均开始仿照四川地区发行纸币“会
子”，中国从此进入了大规模的纸币流通时代。

有了“交子”后，更多蜀地的商品沿着蜀道走出四
川，行销世界。反过来，发达的经济贸易和稳定的社会
生活，也让蜀地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形成了“自古诗人
例到蜀”的文化盛景。在经济、文化、科技共同着笔下，
铺开了“悠悠蜀道 风华万象”的宏大画卷。

漫漫蜀道雄关，却挡不住先人开拓的
脚步。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架起南
北人文传承与生态延续的长廊。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轺车画像砖”
虽然外表朴实无华，背后却蕴含着深刻
的历史文化沉淀。“轺车画像砖”所呈现
出的画面并不复杂，一匹马拉着一辆车，
车有顶盖，两人坐于其间。画面虽然简
单，但折射出的却是汉代的社会制度与
文化特点。

《后汉书·舆服志》中详细记载了汉代
车马的等级制度，简单概括就是：“天子驾
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其中一匹马拉的车，叫做轺；两匹马拉的
车，叫做骈；三匹马拉的车，叫骖；四匹马
拉的车，叫驷。

汉代时不同身份的人，乘不同等级的
车。能乘坐轺车的人，一般都是中低级官
员或者是豪富之家，而骈车和骖车，则是
中高级官员的专属，至于驷车，那必须是
诸侯或者是王爵才能乘坐的。

如果皇帝特派，级别稍低的官员也能
乘驷车。不过这种案例在汉代很少见，成
都人司马相如偏偏就是其中之一。

司马相如是汉代的辞赋大家，他才华
横溢，辞赋一流，特别是司马相如的奋斗
史以及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时至今日
依然让后世之人钦佩不已，为之向往。年
轻时，司马相如曾受到皇帝征召，沿着蜀
道前往长安前，他就在成都城北的升仙桥
前立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这
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做到诸侯级的顶级官

员，我就不回家乡。
刚到长安的司马相如并不如意，几经

坎坷后，终于依靠自身在辞赋创作上的卓
越才华，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封为郎
官。郎官，在汉代是六百石的中级官员，
此时他离自己“高车驷马”的理想还有着
不小的距离。

后来蜀中发生动荡，汉武帝封司马
相如为中郎将 ，特派到蜀地去安定局
势。中郎将是二千石的官员，按照舆制，
应该是“大夫三”的级别，可以乘骖车，但
是司马相如是皇帝特派大臣，相当于钦
差，为了与此次出使活动相匹配，朝廷拨
给“驿车”供使团使用，于是在规格上就
提了一级，让司马相如真正实现了“高车
驷马”的梦想。

当司马相如乘坐着“高车驷马”沿着
蜀道衣锦还乡时，当地官员为了迎接他，
特意把升仙桥加宽为五丈五孔的大桥。
太守以下的官员，全部都到城郊迎接他通
过升仙桥。就连曾经嫌他穷的岳父卓王
孙，此时也以司马相如为荣。之后，司马
相如通西南夷，为汉代西南地区的边疆稳
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人
为纪念他，将他立下誓言的升仙桥更名为
驷马桥，而驷马桥周边的一条道路，如今
也被命名为高车路。

一块小小的画像砖，却能看到汉代社
会生活的百态以及隐藏在文物后的那份
来自蜀人的豪情与自信，也正是这些历史
的精华，凝结成了蜀道上值得追忆的无数
个精彩瞬间。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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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轺车画像砖”

蜀 道 ，不 仅 是 一 条 地 理 通 道 ，
同 时 也 是 一 条 文 化 通 道 、经 济 通
道。中国历史上，蜀道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互鉴交流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西 周 青 铜 器“ 散 氏 盘 ”道 出 了
蜀 道 的 源 起 。“ 散 氏 盘 ”上 的 铭 文
可 见“ 封 于 周 道 ”的 文 字 ，这 也 是
记 载 蜀 道 最 早 的 名 称 。“ 散 氏 盘 ”
铭 文 中 的“ 周 道 ”，王 国 维 先 生 考
证 此 即 是 故 道 。 学 者 段 渝 认 为 故
道在商周之际已经开通，在宝鸡发
现了大量的早期蜀文化遗物，即由
故道传入。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四川
就通过故道与陕西发生着密切的交
集。除了“散氏盘”外，还有青铜罍、
丰卣等，从这些文物身上，我们可以
遥想，3000 多年前，古蜀人沿着这条
道路，往来于蜀中与秦中，建立起了
两地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军事的交
流通道。

故道是蜀道北段诸线中里程最
长的一条道路。《通典》卷一七五说：

“从兴元府（汉中）去长安，驿路一千
二百二十三里。”《史记·河渠书》也记
载：“故道多坂，回远”，从中原经此路
入蜀，比蜀道中另一条支线褒斜道多

“四百里”路程。
如果说周道、故道这两个名字还

让人有些陌生的话，那这条道路的第
三个名字，一定会唤醒人们心中的记
忆，那就是陈仓道。陈仓道的历史意

义，贯穿了整个汉代的起点到终点。
公元前206年，项羽大封诸侯，有

着“先入咸阳”之功的刘邦被刻意排
挤，被封为汉王，其辖地为巴、蜀、汉
中。刘邦在离开关中前往汉中的过
程中，明面上烧毁了路短易行的褒斜
道栈道，以表示没有争夺天下的意
图，暗中却依韩信之计，一方面派出
少量军队去修复栈道，吸引三秦之地
守军的注意，另一方面却派大军绕道
袭击陈仓，再沿着陈仓道最终平定关
中，拥有了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实力，
再然后，就是打败项羽，建立了大汉
四百年基业。

三国时期，刘邦的后裔刘备，也
依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战略规划，先
后拥有了荆州（部分）和益州之地，并
且在汉中之战中，正面击败了北方强
大的敌人曹操，基本拥有了先祖刘邦
创业时的“基业”，进而建立蜀汉，延
续了汉朝的“生命”。虽然后面因为
关羽丢荆州和“夷陵之败”而导致无
力争夺天下，但蜀汉君臣北伐豪情从
未熄灭。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率军

“六出祁山”，力图恢复中原、兴复汉
室。其中绝大多数的军事行动，也是
围绕着陈仓道展开的。

纵然诸葛亮最终北伐失败，留下
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
襟”的千古遗憾，但是陈仓道上承载
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被史书所
铭记，再随着《三国演义》的文化流
传，化作世界级的史诗，飘散到了更
远的地方。

西周青铜器“散氏盘”上的铭文道出了蜀道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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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的货币成为蜀道上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蜀道既是一条地理通道也是一条文化通道

漫漫蜀道雄关 历史烟云舒卷
唐恬/文 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今年7月28日，四川博物院《雄关古道 经纬中华——大蜀道

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正式开展，展览将持续至 2024 年 11

月3日。

本次展览，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陕西考古博物馆、四川博物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广元市博物馆等

66家单位蜀道主题相关文物430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88件/套。

向后人展现着“千载大蜀道，半部中华史”的雄奇与壮丽。

立足在一件件文物之前，可隐约望见历史烟云的云卷云舒。

透过文物看历史，那属于蜀道的深沉与精彩扑面而来，本期我们

就将沿着这些文物的足迹，去揭开那些被尘封的旧忆，去感受曾

经走过蜀道的金戈铁马与繁华浪漫。 蜀道上既有金戈铁马的豪迈蜀道上既有金戈铁马的豪迈，，也有诗词文化的浪漫也有诗词文化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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