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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资政参阅专刊 第 45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8月 3日

昭示大道 融通古今

——古代陆地交通活化石之翠云廊概要

编者按：2023年 7月 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元市剑阁县

翠云廊考察，并就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把古树名木保

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好习近

平总书记指示要求，本文系统梳理翠云廊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研

究保护及蕴含的厚重古蜀道历史文化，分析从中获取的现实启示，以

供参阅。

翠云廊是古蜀道金牛道上的一段，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境内，

比较完整、集中地保存了古蜀道风貌，其山形地势、路基面石、

枯藤古木以及树根裹挟着汉砖等现象，鲜活地存储着几千年来古

蜀道的丰富信息。特别是古柏行道树高大苍劲、翠绿成带、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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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形成了苍翠的行道长廊。科学家称之为“森林化石”，学

者视为“蜀道灵魂”“国之珍宝”，国内外园林专家赞誉“举世

无双的奇观”“古代陆地交通的活化石”“比欧洲罗马大道优美”，

可谓“世界文化遗产”等。

一、名称来源

翠云廊得名于清初剑州（今剑阁）知州乔钵的诗。清康熙三

年（1664），剑州知州乔钵感慨“明正德时知州李璧，以石砌路，

两旁植柏数十万，今皆合抱，如苍龙蜿蜒，夏不见日”而作名为

《翠云廊》的诗：“剑门路，崎岖凹凸石头路。两行古柏植何人？

三百长程十万树。翠云廊，苍烟护，苔花荫雨湿衣裳，回柯垂叶

凉风度。无石不可眠，处处堪留句。龙蛇蜿蜒山缠互，传是昔年

李白夫，奇人怪事教人妒。休称蜀道难，错莫剑门路。”从此，

“翠云廊”这个雅名使用至今。另外，因历朝历代朝廷颁诏以及

当地官员栽植行道树，民间又称之为“皇柏大道”；也因三国时

张飞在此植树，也有称之为“张飞柏道”。

二、范围规模

广义的翠云廊，指以剑州古城为中心，西至梓潼，北到昭化，

南下阆中的三条“行道树”线路，在这三条崎岖蜿蜒的道路两旁，

古树总数九千余株。胸径 2米以上的 7株，1.5米至 2米的 449株，

1 米以上的 854 株；树龄最长达 2300 余年；最高达 30 余米，是

省内最古老的行道树群，绝大部分在广元境内。

狭义的翠云廊，指翠云廊景区，也是上述三条线路中最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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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段。从剑门驿（即剑门关）出发上五里坡，经古汉德县（今

小地名青树子），再过天生桥至大柏树湾即到该地，北距剑门关

7 公里，南距汉阳铺 3 公里，长度近 1 公里。广义翠云廊最大、

最有名气的古柏树都矗立在这里，集中完整地保持了古代道路的

风貌。翠云廊景区是国家首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剑门蜀道风景名

胜区”中最耀眼的一段，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剑门蜀道的核

心景区之一。

三、翠云廊的形成

翠云廊的形成历经了两千余年。随着古蜀道的开拓和驿道整

修，路旁存留了一些自然生长的树木，也有大量人工栽植的行道

树，逐渐形成数百里的林荫大道。根据史料记载和多方考证，特

别是林业专家对树龄的研究，翠云廊古柏并非一朝一代的产物，

是自秦代以来历代逐渐形成。

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通达全

国的驰道，在道两旁种上成排的松柏，用以显示天子的威仪。现

翠云廊沿线胸径 2米以上、树龄两千多年的古柏，应为秦朝所植。

蜀汉：汉代对种植行道树作了进一步的要求。张飞为巴西（今

阆中）太守时，守护米仓道、金牛道，军政往来频繁，却常因山

势险峻不识道路而耽误信息传送，遂命种柏表道。翠云廊上胸径

1.8米以上的古柏当是“张飞柏”。

晋代：主要是东晋时期因道教兴起，人们重视风水之术，而

四川又是道教的发源地，于是大量栽植“风脉”树。晋文学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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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蜀都赋》云：“驰道如砥，树以青槐”。尚书郎郭璞《种松

记》刻于石碑。此碑到了宋代，由于风雨剥蚀，当地人又请大文

人苏轼重书碑文，今碑刻仍存剑阁觉苑寺内。

南北朝：西魏北周时期，时人以堠（hòu）计里程，即在道旁

每一里垒一土堆作标记，因易被雨水冲毁，西魏废帝二年，雍州

刺史韦孝宽“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即以槐树代替计里

程的土堆。北周文帝知悉后说：“‘岂得一州独尔？当今天下同

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

（《周书·韦孝宽传》），即下令各地道旁植槐树以替堠。

唐代：唐代“官树”的种植趋向多样化，并由城市向农村延

伸，如规定：“种田一亩，种桑两棵。”凡驿站与驿站（道）之

间，都要种植行道树。唐开元中期还通令各地，种植各种树木以

荫蔽行旅的往来。植树成效为时人与后世称颂记载。李德裕《剑

阁铭》云：“翠岭中横，黯然黛色。树若旌屏，以卫王国”。刘

希夷《蜀城怀古》“阵图一一在，柏树双双行”。前蜀王衍《题

剑门》“会看城阙路，云叠树层层”。

宋代：宋真宗祥符五年（1012）下诏：“剑州、利州修栈阁

路”，并采纳范应辰建议，进行官道植树。据《宋会要辑稿·方

域·道路》记载，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下诏：“自凤州（今

陕西宝鸡凤县）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今成都）道路，沿官

道两旁，每年栽种土地所宜林木。”这又是一次大规模植树，并

且延伸到了整个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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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据葛成绪《中国之交通》言，马可·波罗“就是沿这

条官马西路和西藏大路经印阿萨姆州回国的”，而且对元代广泛

种植行道树有具体记载。

明朝：继续推行唐宋以来“种松”“护道”制度，大种“陵

道树”，并将很多驿道加宽为车道。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

广西人李璧任剑阁知州，对南至阆中、西至梓潼、北至昭化的官

道进行了整治，并沿路大量补植柏树。同治《剑州志》记载了清

朝剑州知州乔钵对李璧崇敬而写的《翠云廊》诗词，翠云廊从此

形成了宏伟规模。

清代：不仅栽植不断，线路延伸，而且根据条件还栽种经济

树，特别是桑树。在这一带涌现了曾逢吉、陆锡祺、范涞清等知

名的“植树县令”。乾隆年间，梓潼潘悖及子孙先后两次栽植柏

树两万四千株，在七曲山大庙内悬题“四万株松之斋”匾额。

四、历代保护

当地人民把修桥补路、栽桑植柏看成一种美德，甚至沉淀为

一种荫及子孙的祈福文化习俗，因而以护路爱树为己任。历代统

治者也都很重视对驿路驿树的保护。秦汉至唐就设有专人管理，

到了北宋又颁布了管理行道树条例。据《宋史》记，南宋时还发

布了“禁四川采伐边境林木”的诏令。元代规定：“仍禁约蒙古、

汉军、探马赤、权势诸色人等，不得恣纵头疋咽咬，亦不得非理

斫伐。”明代又有“官民相禁剪伐”的政令，“违者举家发云南

金齿（今云南保山）充军”。史载明正德年间，剑州州官在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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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时，相互要清点行道树，把植树护路的情况作为一项政绩来考

核，作为升迁的重要标准之一。清代官府还常派差役沿路巡察护

树情况。清代有的地方规定：“不树者，无椁”。据《剑州志》

记载，清代起对驿道古柏登记、编号、挂牌、示谕、禁伐。清代

光绪末年，剑阁县白龙镇鼓楼铺财主贾义偷砍皇柏一株，被入狱，

罚银 500两，羞愤而死。1935年，由于修筑川陕公路，古柏损坏

严重，民众甚为痛愤，蒋介石知道后，也下令在古柏上悬挂木牌，

发出了“砍伐皇柏者枪毙”的禁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翠云廊古柏的

保护，采取果断措施，禁止任何人砍伐，还先后三次清理登记、

挂牌编号；对枯萎和处于危险环境的古柏进行了加固维护；每年

都要进行群众性防病、治虫、补植幼柏等工作。古人发明的“州

官交接任时要清点行道树”的规矩也得到了延续，剑阁县于 2014

年出台《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要求保护区

实行县、乡（镇）两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离任交接制度。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广元属于四川 6个重灾市州之一。在

此之前，川陕公路大多沿古蜀道走向甚至就在古蜀道上修建，因

而严重影响了蜀道上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抓住灾后重建机遇，

广元将川陕公路沿线的明月峡古栈道、千佛崖、皇泽寺、剑门关、

翠云廊等文物景区处的公路、铁路改道，并对景区划定区域，予

以保护。从此，川陕公路移出翠云廊景区。

翠云廊的保护既体现在古蜀道遗迹保护上，如翠云楼、张飞



— 7—

井、翠云廊石碑、张飞石像、李璧祠等景观，更集中体现在行道

古柏保护上。有一棵被誉为“国之珍宝”的珍稀树种“剑阁柏”，

树高 27米，胸径 1.16米，材积 10.9立方米。该树大约植于秦惠

王时期，树龄已有 2300多年。按植物分类，松树与柏树是同科异

目，更不同种，而这一棵树兼具松柏的某些特性。树干似松，枝

叶似柏，果实大于柏果，小于松果，状如松果，裂纹似柏果，既

像松又似柏。1987年，经林科所植物分类专家鉴定，该树为濒临

绝灭的古老树种，世界仅此一株，将其命名为“剑阁柏”，并公

布为一级保护树种。1963 年 3 月 21 日，朱德委员长视察翠云廊

时指示，“要好好保护这棵松柏长青树”，因此该树又名“松柏

长青”。除此，还有以粗壮命名的“帅大柏”，有以长势命名的

“夫妻柏”“鸳鸯柏”“天桥柏”“姊妹树”“罗汉树”“观音

树”“白象吞石”树等，有以史典命名的“阿斗柏”，还有“状

元柏”“寿星树”“望乡柏”“石牛树”“仙女树”等，真是“千

姿万态羞雷同”。每一棵树命名的背后，都沉淀了厚重的历史文

化和经典的故事。

五、社会影响

今年 7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翠云廊考察，在现场对历

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建设、翠云廊的保护等方面作了重要指示。

这是翠云廊巨大社会影响的集中体现。

翠云廊作为古代官道，有无数文人墨客、仕子商旅、帝王将

相经行其间，由此造就了极其丰富的名人文化和诗歌文化，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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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以千计的诗词名篇。近代以来，翠云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影响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

杨尚昆、贺龙、郭沫若、钱伟长、张爱萍等到此视察。著名画家

刘文西、高翔、赵振川、崔振宽、岑学恭等到此写生。一大批考

古专家、林业专家、植物学家、文化文艺界人士到此实地研究考

察，产生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产品。《三国演义》《高山

下的花环》等著名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

卫视等众多新闻媒体在此拍摄了专题片。翠云廊升华为历史与文

化交融的鲜活记忆，正日益加深对社会的影响。

六、翠云廊承载的古蜀道历史文化

路，是文明生长的足迹，是沟通时空的隧道，承担并发挥着

军事、商贾、政令传送、民生往来的职能，记载并诉说着国家统

一兴盛或分割衰落的历史。

一般来说，古蜀道是指从关中平原穿越秦岭、大巴山到达四

川盆地的交通动脉，是联系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古丝绸之路、

南亚廊道的重要桥梁纽带。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政治中心多在

关中平原，而四川盆地四周环山、多次割据，且秦岭既是自然地

理分界线，也多次成为南北分治的隔离地带。虽然蜀道有“北四

南三”之说（北边：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边：

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而要到达成都，北四道在汉中勉县

汇集于金牛一道。从勉县到成都全长 600余公里，基本是蜀地联

结关中、陇凉地区的唯一通道，可见金牛道的意义何其重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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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云廊就处在金牛道的关键地段剑门蜀道上。

金牛道见诸史书于战国开通，但更早可追溯到《尚书》中对

商末周初的“牧誓八国”的记载，即巴蜀之师参加周武王伐纣就

应是从这条路上经过。如是，比罗马大道要早 700多年。即使从

战国开通，直到 1936年川陕公路通行，也已两千多年。其间，金

牛道始终满负荷地承担并发挥着军事、商贾、政事、民生等功能，

是一条既艰险而又无法替代的繁忙而繁华的交通运输大道。

应该说，金牛道功能的消退因于川陕公路的开通。也可推断

公路开通之前，金牛道最为繁忙。据史书记载：清末民初，七盘

关坡，石阶宽 6尺，甚是坚固，悬崖一侧有石灰所造之栏杆。剑

州之路除大木戍西南面溪谷间部分未铺设石子外，其余道路均是

修缮完整，全部铺有石头，坡道则一定垒有石阶，筑为永久性道

路。其东部牛头山山势险峻，虽从大木戍出发之路并不危险，然

坡道居多，坡道上石阶宽 6尺，山背上平路宽 3尺。金牛道上的

驿站大约每 40华里有一大驿，供旅人住宿之便。即便小驿，亦有

规模巨大之建筑，最大者有房间 20余室，1 室足以住 5—6 人，

同时让 100余人入住，尚有空房；而小者亦可入住 40人。此外，

还有马舍，1所可收容马匹 20匹以上。自甘肃、陕西而来的商队，

一次所带骡子可达数十或数百头，每到 1个驿站。往往需要数家

旅馆方才足够。昭化县以西，金牛道日均有约 35头骡子通过，运

送的货物以茶与烟草较多，近距离运送方式以挑、抬、背为主。

金牛道与北四道也有较大不同。一是道路位置选择不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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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利用溪谷，沿河而修，故常在深谷当中，有在暗中前行之感。

一遇下雨，每每河水暴涨，被水淹没，无论多么坚固之道路，亦

会直接被冲毁，交通中断之事颇多。而金牛道除在陕西省内、嘉

陵江岸外，皆是修于山脊之上，且很多路段两旁有古树，过岭之

时犹如登云一般，不自觉有天际开阔之感，无需担心天气原因遭

到损坏。石道一旦砌成，即可永久保持，平坦如砥。二是修缮保

护不同。北四道修缮保护较差，金牛道时常有人维护，在广元境

内得以用心修缮，即使金牛道在川陕交界之处其差异也甚为明显。

三是北四道并行，不过是陕西南北可通而已，而金牛道是四川前

往陕西、甘肃二省唯一的交通要道。

七、现实启示

人们喜爱翠云廊，不仅在于翠云廊积淀的历史文化，更在于

翠云廊蕴含的精神力量。翠云廊在连接万里、融通古今的古蜀道

上形成，以行道树的形式扎根生长在山川峻岭，以耐瘠耐旱、抗

风抗寒、质地坚韧的苍劲古柏组成脊梁。两千多年来，翠云廊为

追寻大道、践行大道的人们强基护路、昭示方向、遮风挡雨，无

论是风调雨顺的太平盛世，还是战乱纷扰的艰难时世，翠云廊上

每株古柏都不移根本，坚毅挺拔地矗立于自身位置，默无声息地

履行天地赋予的职能。翠云廊的特点承载着这样的精神内涵：求

索万里，融通古今；昭示大道，不移根本；守土护路，荫庇百姓。

翠云廊坚毅挺拔几千年，浩浩绵延几千里，告示人们：树木

护路，植被护土；融通则前景广阔，堵塞则颓废荒凉。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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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共荣，历朝历代都遵循和敬畏自然法则。我们要从自然法则

和历史运动规律中汲取营养，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大运

会开幕前实地考察翠云廊的重大意义和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推动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

篇章。

（执笔：原广元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广元市志》原主编

王少卿）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

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省林草局、省社科院。

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8月 3日印发

（共印 4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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