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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老成都”系列丛书之一。
作者从传闻、笔记、笑话、民间故事、私家史乘和方志谱牒中细心搜集，力图以鲜活有趣的细节，切
入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部，复活先人们的生活面貌，揭示成都生长的年轮，从历史中打捞成都
市的文化特征。
　　　　本书是一部别致的成都的城市史，全书共分九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成都的历史：第
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考查了两千年前成都市的起源来历，包括得名的由来和意义等。
第二章“审查时光的秘密”通过一些生动的历史逸事表现了成都人爱玩乐的性格，并通过在城市游乐
生活中有重要地位的大慈寺的兴衰，反映了成都在近现代以前的历史。
李太白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第三章“左冲右突的道路”考查了几千年来成都的道路交通状况。
第四章“先人们生活中的水”介绍了渡江堰为代表的成都地区的水利工程和历代围绕成都二江进行的
主要的治水事迹。
第五章“难以忘怀的时代”介绍了古代成都的出版印刷业、纺织业等。
第六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介绍了成都历代的割据政权和独特的文化心理，叙述了陆游、杜甫等人
在蜀地的不同感受。
第七章“探访民间生活”介绍了成都的风俗习惯、民间歌谣以及状写民情风俗的竹枝词等。
第八章“口福与欢乐指南”介绍了各种风味川菜和成都的宴饮风俗。
第九章“城市从这里突围”介绍了成都历史上的文化教育和有关的人文景观。
全书引用了不少从方志谱牒中得到的轶闻趣事，文笔活泼流畅，将深邃的历史思考和生动的叙述融为
一体，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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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想像的部分人马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第二章
审查时光的秘密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游乐与工作诗词中的成都市场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第三章左冲
右突的道路几千年来的突围在蜀道上狭路相逢生活要我们跑多快第四章先人们生活中的水真正的世界
奇迹水无常势水湄之城第五章难以忘怀的时代我们的书香出奇不意的贡献织布机上的锦官城第六章暗
藏在帝国的边缘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抚平创伤让人慨叹的温柔乡第七章探访民间生活谁是二百五老百
姓的天空竹枝词中的消息第八章口福与欢乐指南美食的道路宴饮的风俗观察话语的盛宴第九章城市从
这里突围古迹流传与人文记忆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谱谍方志里的秘密参考文献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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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牵白　　拿破仑的行军速度与尤利鸟斯·凯撒同样缓慢。
　　——保尔·瓦勒里　　几千年来的突围　　成都平原虽然有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优
势，但这只是从它小范围内的情形来讲。
倘若成都平原一旦延展到其边缘地带，虽有丘陵过渡，但最终要受到北有秦岭，西有青藏高原，南有
云贵高原，东有长江三峡之险的封闭。
如此一来，成为四塞之地，就是它必然的宿命，而此等状况，对成都的发展必然有相当深长久远的负
面影响。
就是于今看来，这样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存于成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形成一种相当内闭的自以为是
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确实存在于成都周边远程的交通状况，始终不可能像江南那些大城市一样，做
到真正远程意义上的四通八达。
其僻处西南一隅，无论是文明进步观念播种的欠缺，还是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工业化、商业化程度的
不够，而这一切都是交通对成都进行大发展限制的必然结果。
　　诚然，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不甘心于这样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束缚，为
了打破此种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几千年来他们进行了不懈的突围。
而倾注在交通上巨大的心力，不停的修桥补路，扩大自己的交往空间，便是此种不懈突围最具体的显
例。
而在开辟成都通往各地的道路的劳作中，民众出力甚巨，自然不可能是一家一族之力所能完成。
但有的家族在其中成就了相当的功业，这是为扩大与外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为消除几千来的空间阻
隔的四川人理当永记，铭感五内的。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汉武帝之命打通夜郎、中通道，由于开道工程艰巨，凿石开阁，加之
征调民众过急，进展甚微。
在此等进退危难之际，唐蒙拿出强硬手段，强起军制，诛杀在其看来拖延工程的巴蜀土著首领，一时
民众惊恐骚动。
由于彼时西汉政权正与匈奴交战，兵力及军资耗费甚大，若同时两处作战，势必不能兼顾，于是汉武
帝果断派遣成都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紧急回川救难，解决开发西南夷道的诸问题。
这位成都人，由于遭遇了在后人看来是千古绝唱的、有滋有味的爱情“历险”，其寒微的身份及家境
令其岳家卓氏大家族特别鄙视，且有文君新寡与其私奔的不合时宜，自然他颇感压抑。
于是在前往长安任职过成都升仙桥送客观时，便于桥柱题写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之类“
自绝后路”的表决心的话。
自断后路，果然有成，这不，成都的百官们似乎都知道他的心意，就立于升仙桥旁迎接“钦差”司马
相如的高车驷马，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以先驱，实在荣备之至。
这盛大的迎接场面，前呼后拥的阵势，想必我们现代人不缺乏这个想像力。
虽然司马相如过分夸张了些，不免　　有点收不住的得意洋洋，但从他对巴蜀长久深远的贡献，这点
过火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因为他这次衣锦还乡，的确解决了唐蒙无法解决的开发西南夷的重大问题。
　　我们的文学史，总是爱说司马相如是才压两汉之人，但坦率地讲，我对他写的汉大赋没有　　多
少兴趣，文章中铺张扬厉，谀词竞作，没有多少特别使人心动的地方。
相反倒是汉武帝派他来处理通西夷、西南夷的棘手问题，显示了他给巴蜀人民乃至西南人民所带来的
好处。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评价经常提到的是他的文学成就，而对他经世致用这方面的成就却鲜有深入的评
说。
我个人认为，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打通西夷及西南夷方面，破除巴蜀人民一些固有的陈旧观念上，
从而压倒了他文学方面的功绩。
固然，在汉开西南夷，通西夷之前，民间贸易的商道早巳沿着民族迁徙的故道辗转相通，但自从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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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之后，中央王朝才越滇蜀之交界地，继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
而开辟了由蜀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成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
而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司马迁居功至伟，其功劳应不在出使西域的张骞之
下。
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主办邛笮等部落归附及招抚数以百计的“君长”的任务，率众新
设边关，打通灵关(今四川峨边县以南)道，架桥于孙水(今四川I安宁河)之上，筑成通往邛部(今四川西
昌)的道路。
在此之后，在即将开通西南夷尤其是夜郎之前，司马相如代汉武帝作了一篇《谕巴蜀檄》的文章，以
晓谕巴蜀父老，由太守转布各县道，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的方针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希望大家深
明大义，理解并支持。
　　更为难得的是，当开西南夷道历久未成，引得蜀中父老怨恨，加之中央也有不少反对意见时，司
马相如力排众议，又作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巴蜀父老书》。
其内容是以蜀中耆老大夫缙绅为代表的二十七名蜀中父老，向司马相如言说开辟西南夷劳民伤财，对
于蜀中人民以及西南诸夷民众，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更为要命的是，蜀中父老的这种观点，获得了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
而司马相如站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大立场来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开西南夷的确用的是民众的血汗
之财，弄得不好，也确会使“百姓力屈”、“士卒劳倦”，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蜀中父老、西南人民
有相当多的好处。
司马相如于是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因为他认为“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而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你们说开西南夷道将是得不偿失的话，那么，倘若“蜀不变服”、“巴不
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从何而来?司马相如这种观念正可以拿来对当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的自
足封闭观念作一针砭，因为四川人的这种观念实在根深蒂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现存秩序不
可置疑的合理性——成了四川人不易根治之病症，影响了四川乃至成都的快速发展。
　　在司马相如指导各路人马开通西夷、西南夷的道路之前，这些道在秦代已然有所开通，即秦所开
五尺道，但现在路线已很难详考。
汉初由于新得国鼎，尚无暇顾及边地远邑，因而汉初已废。
经司马相如的经营且写《难巴蜀父老书》一文，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开通了从宜宾溯南广河而南，经
大关或叙永或镇雄到毕节的道路。
而对于通西南的临邛道，是以临邛为首的，而那里正是司马相如岳丈家卓氏大家族的大本营，而卓氏
大家族是赵国豪门，秦并六国后强迁入蜀。
“至临邛，即山鼓铸，富至僮千人”(《史记·货殖列传》)。
现在云南丽江、昭通等地均发生有“蜀郡”字样的汉代铁器，即可证明卓氏与程郑大家族通过以临邛
道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诸夷进行商业往来。
为后来中央王朝勘验、修建官道打下了坚实的道路基础，以至于最终远通印度。
这就说明整个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家族，都对开发整个巴蜀尤其是成都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商道、官
道)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卓氏大家族的功劳在于从自己经商的利益出发，与西南诸夷做生意，使以前尚有的商道不废，客观上
加强了与诸西南夷之往来，可以说这是对西南丝绸之路保持一定通畅的自发性维持。
而司马相如则不同，他是站在中央王朝的战略观点及整体利益出发，还有巴蜀应接受先进观念并努力
变革的前提条件下，坚决接受中央王朝的指派来指导开辟西夷道及西南夷道的。
像他这样对开发西蜀有功的人，我们不应因其文学成就——对他的文学成就，我再重申一遍，我评价
不高——而使其功劳湮没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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