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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为成都文化及其城市气质的丰富、多元，所以成都市群众艺术馆在编辑出版“成都故事丛书”的时
候，一口气推出了《神秘成都》、《传奇成都》、《浪漫成都》三本厚重而可读性极强的著作。
三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精彩而深刻的阐释和评说。

该书以多彩的民俗风情、神奇的民间传说、生动的历史掌故、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征，反
映出成都传统文化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反映出成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它不仅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提供了解成都历史和文化的新维度，消除一些读者生活、工作在成都对
成都知之甚少的遗憾，又能激励大家加倍珍惜成都的今天，更加热爱这片富饶、神奇的土地，自觉投
身建设成都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

《神秘成都》序（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努力建设文化强市 　　黄忠莹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李白在《蜀道难》中发出的感叹。
它一方面表明古蜀文化的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盆地地势的限制，古蜀与外界的交流增添
了一道天然屏障，使外界对古蜀及其文化的了解如隔一层面纱，更增添神秘的感觉。
自上个世纪以来，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的相继发现，以成都地区为
代表的古蜀文化神秘性特征更加引人关注，存在很多未解之谜。
同时，由于从先秦到明清，曾有过数次大规模向四川移民的浪潮，给蜀地带来了中原文化、秦陇文化
、荆楚文化，以及南北各地的技艺与习俗，使这里的文化习俗既保持其继承性，又因为集各地文化的
精粹而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包容性强的特征。
厚重、神秘且具包容性的蜀文化、薰陶、孕育出了扬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郭沫若、巴金等一
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
“九天开出一成都”。
位于天府之国核心地带的成都，集中体现了蜀文化的特色与精华。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最具决定性的核心竞争力。
大半年来，成都市文化局、市群众艺术馆与广大文化工作者一道，经过艰苦的努力，通过深入挖掘成
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编辑了《神秘成都》一书。
该书以多彩的民俗风情、神奇的民间传说、生动的历史掌故、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征，反
映出成都传统文化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反映出成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它的面世不仅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提供了解成都历史和文化的新维度，消除一些读者生活、工作在
成都却对成都知之甚少的遗憾，又能使人们更加清醒，激励大家倍加珍惜成都的今天，更加热爱这片
富饶、神奇的土地，自觉投自建设成都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

《神秘成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人投入到成都文化研究这一事业中来，以成都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深入挖掘、总结成都的文化精髓，为培育和弘扬成都精神、建设文化强市
作出应有的贡献；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喜欢这本书，了解成都、热爱成都、建设成都。

是为序。

《神秘成都》序（二）
谭继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名曰《神秘成都》，这是有来由的。
 　　今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成都市委的领导同志召集了几位专家在武侯祠会议室与中央电视台的编导
叙谈，话题从成都文化逐步集中到“神秘成都”的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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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讨论从今年三月以来已经开过好多次会了，可见市委、市政府对这个话题的重视。
这些专家座谈会是宣传成都的文学创作而召开的，是全市性的城市精神大讨论的一部分。
城市精神是一种精神财富，是城市文化、城市传统和城市历史长期积淀、积累的成果，是市民思想素
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取得市民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结果，因此
，颇不易归纳。
加上成都文化的特殊性，它既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是一个
多元文化复合的城市。
它兼容南北文化，五方风习杂舛，各方移民融汇，很难准确认定它的特征，尤其是要用一两句话来归
纳甚为困难。
我参加这些座谈会，因为是召集人之一的关系，促使我思考这些问题，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
我觉得一个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要读懂一本书就得感悟它的主题精髓，要读懂一个城市就要认识
它的个性。
成都的城市个性颇不易把握，自然就会觉得它神秘。
我就凭这种神秘的感觉，为电视台和作家的文学创作，准备了一个两万多字的素材，题目就叫“神秘
成都”。
我在座谈会上说，成都的各种“名片”都有道理，因为它是城市形象的外观层面，看它的人视角不同
，方向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就可以有不同的叫法。
如天府之国、美食之都、休闲之都、古代东方音乐之都、魅力之都，等等，都是角度不同形成的看法
。
换个角度看，“神秘成都”似乎覆盖面更大。
这个“名片”，电视编导和记者的兴趣最大，认为抓住了成都的特殊亮点，又有特殊的视角冲击力。
我原以为这只是我们这批现代人的灵感。
殊不知，细加考察，我发现这是从古到今历代海内外游客对于蜀文化的一种特殊解读，是取得广泛认
同的文化心理。

蜀文化的特征，从旅游角度说，就是一个“神”字。
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这就是蜀文化以“神”为中心的三大特征。
成都是神秘的蜀文化永恒的故乡，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把它
誉为“宇宙之绝观”，“优游之天府”。
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品味出其中神秘的意蕴。
诗人王勃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
秀冠天下的江山形胜和自然奇构，给了他游仙似的灵感和神游般的快感，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
”，这是目前我知道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的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
这个记录恰恰从“宇宙绝观”的神秘感视角开后世描绘神秘成都之头。
在他之后，蜀人李白写成都：“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
其实，这是用道家仙游思想来描绘成都。
九天，指中央为钧天，四面八方有八天，成都郫人扬雄《太玄》专讲玄冥九天，后来成为道教术语。
在李白看来，成都这座城市是在凌宵步虚的九天上开辟出来的“万户千门入画图”的最佳人居环境，
可见其神秘的极致。
扬雄在汉代被称为“西道孔子”，是受成都文化的薰育和儒风在西蜀传播的影响，其中也包含蜀人仙
化思维传统的化育。
鲍照说他的太玄经是“良遮神明游，岂伊覃思作”，是“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汉书·扬雄传》
）而写出来的。
这种游神明游，玄冥清静、游神之庭的性灵和思维，正是蜀人的一种思维特征。
诗圣杜甫入蜀，对蜀人这种神仙化的思维特别有感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秘成都>>

他看到的山川是新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看到的人是新的：“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看到的习俗是新的：“天路看殊俗，出入异中原”。
总之，他是用神秘感来写《成都府》这首诗的。
宋人王安石写成都：“盘礴西南江与岷，石犀金马世称神。
桑麻接畛无余地，锦秀连城别有春。
”（《送复之屯田赴成都》）宋人冯时行诗：“只恐天上去，陈迹锦江涯”。
“诗声写奇怪，画本出槎牙。
”（《梅林分韵》）这些诗透露出宋代人对神秘成都的文化心理感觉。
举凡李冰的石犀故事、严君平阐释海客乘槎得支机石的故事、七星桥如北斗布于锦江的故事、王褒金
马碧鸡神祭故事、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故事、古蜀五祖“得仙道”的故事、二郎擒孽龙的故事、龟城锦
城蓉城得名故事，种种都透露出人们对成都“诗声写奇怪、陈迹世称神”的神秘感和“只恐天上去，
陈迹锦江涯”的浪漫情怀。
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
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
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
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东方的巴黎。
”就是在当代，也还有外国人以为成都既然是熊猫的故乡，就必定在深山老林中，是个令人感觉神秘
的城市。
总之，西蜀历来是块神奇神异的地方，是与中原景观特色迥异的“绝域殊方”，这种历代人都能认同
、形成共识的观念。
这种观念一经成为连续性的传统，就会变化成今天一笔无与伦比的旅游遗产。
这是从实景实观的物质遗产中升华提炼出来的非物质遗产或曰无形资产。
因之，用“神秘成都”来为成都旅游文化定位，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想，这是本书命名为“神秘成都”最大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都至今也还是“绝妙未经（或未多经）开辟的舞台”，是值得发掘其文化神
秘性的地方。
其神秘性最奇异之处是蜀人以“仙化思维”为特征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想象力。
从“古蜀仙国”到“洞天福地”，就是成都仙化想象力的一笔历史遗产。
 　　“古蜀仙国”的含义指的是从三星堆的古蜀都邑到金沙遗址的古蜀王都。
古蜀都邑文化的内涵是重仙的文化。
这是与中原文化不相同的。
中原文化重礼，楚文化重巫，巴文化重鬼、蜀文化重仙，是不同思维方式的文化想象力。
蜀王仙化的传说很早。
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皆得仙道”。
杜宇魂化杜鹃啼血，也是仙化故事。
开明上天成为开明兽，也是仙化。
这些是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真实记载。
仙字古写为“迁”，二字同源。
仙化就是迁化，迁来迁去，引起羽化飞升的浪漫想象，就成了仙。
迁徙活动被称为“迁”，迁徙的人则被称为“仙”，蜀人的仙化思维就是这么来的。
蜀人仙化的文化代表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言神仙之事”，汉武帝读了这篇赋竟然飘飘欲仙。
后来道教借用这个“仙”字，构成“神仙”一词，仍含有迁徙变化之义，但被提升为羽化升仙的幻化
境界。
老子骑驴遇关令尹喜于青羊肆，其地即今天的青羊宫，这一传说也是古蜀人仙化思维的产物。
严君平的仙化传说，石犀寺下有海眼的故事、成都风雷撼大石的故事等等，都可以看出蜀人的文化创
造力，多用在仙化和幻化方面。
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做蜀人多浪漫主义，多球型思维，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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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直到郭沫若这些西蜀籍的
“文章冠天下”的文化巨人，都是富于浪漫主义的发散性球型天才，其渊源就在蜀人的仙化思维模式
里。
 　　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的鸟首人身青铜像，人身鸟足像、鹰头杜鹃青铜像，是蜀人的羽人飞升思
想最早的渊源。
至于殷周时期的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或叫做“五凤朝阳”金箔图像，其图形是：飞旋的十二条
太阳光焰中，有四只金鸟，每只金鸟均为三支脚，这为“日中有三足鸟”传说提供了物证，证明成都
是这一传说最早的起源地。
金沙遗址出土有蟾蜍金箔形象，而无玉兔形象，则证明“月中有蟾蜍”的传说早于“月中有玉兔”的
传说，成都也是“蟾魄”传说的起源地。
这两种日月神崇拜的特殊信物，应该说还是仙化飞升思维模式的展现。
 　　“洞天福地”指的是最早的天师正一明成之道的发源地——大邑鹤鸣山，最早的道场——青城山
，最大的教化治——彭州市阳平治，道观历史最早的青羊肆。
道教经籍可分为仙学、神学和道学三部分。
仙学是统率神学和道学的。
其渊源来自西汉蜀人严君平。
他是最先引庄入老，最先以道德、南华二经并称，后由其弟子扬雄和班嗣修老庄之术，到东汉末年，
天师张陵将其改造为道教仙学。
仙学遂成为蜀文化的主要特征，成都则成为中国西方“昆仑仙宗”的传道中心，与东边沿海的“蓬莱
仙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成都的仙游文化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所以，从古蜀仙国到洞天福地，一脉相承，实是神秘成都最大的特征，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国粹”，
值得珍视。
本书特列“道教传奇”数则，这是有深意的。

成都的神秘之处，还可以如数家珍。
如：夏禹兴于西羌，夏禹九州治水是从岷山开始的，“岷山寻江，东别为沱”是蜀人独有的治水经验
；蜀人跪拜杜鹃，“重是望帝魂”的习俗是从先秦一直传到唐宋时；成都是巢居氏族的起源地，有巢
氏即成都弥牟镇人；成都四合院综合南北建筑习俗的综合；栈道文化、林盘文化、笮桥文化、梯田文
化起源于蜀；冯梦龙、凌濛初说：“蜀女自古多才”；诸葛亮在成都成就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的圣地；成都大圣慈寺桐叶题诗的优美故事；成都是中国禅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中心，等等⋯⋯这些
神秘之处如果再数下去，就请看这本《神秘成都》，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有些是真实历史
的敷衍，有些是民间传说的扩展，可作茶余消遣，可为益部谈资，可博一笑，可发深思。
例如府河本得名于唐肃宗时成都建府以后，因在府治之南，故被称为府江（见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
》），而这本书里却敷衍出了“芙蓉姑娘与虎哥”的爱情故事，虽非历史真实，亦可透出成都人思维
的活跃和诙谐，这仍然是成都神秘感的一部分，尤其是外地来蓉的人觉得神妙，可以感知的一种情怀
。

其实，成都的最大的神秘之处，就在“天府之国”的索解里。
“天府”是天上的阆苑，神仙的天国。
四川得名“天府”，有曲折的故事和悠久的历史。
最初，“天府”是指物产丰盈，富庶甲国的关中之地，是成都人的勤劳和智慧才把这顶桂冠移到成都
平原上来的。
“天府之国”的称谓，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些文化内涵还有丰富的神秘性。
例如，蜀人的创世纪传说是“蜀之为国，肇于人皇”。
人皇时代是蜀人文明的起源时代，这是蜀人对于文明起源的一种独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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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距今45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发现，说明蜀文化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甚
至“肇于人皇，也殊未可知”（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语）。
蜀史初曙，考古发现为解决“人皇”之秘创造了条件。
再从“天府之国”作为农耕文明和泽地文明。
成都为江、淮、河、济“四渎”之首，自古即有江渎祠祭祀江渎神，后来演变为青、赤、白、黑、黄
五色帝，都是起源于农耕的五方神，蜀人“尚五”的观念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泽地文明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尔雅》所说的中国大地上的大野泽、大陆泽、具圃泽、云梦泽等“十薮”，即十个大泽，就是中国
农业文明的起源地。
《尔雅》未说到巴蜀的泽。
其是，蜀地的泽就是《华阳国志》说的“陆海”，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梦郭”。
开明王自“梦郭”移，就是把“梦郭”泽地整理出来，成为文明最先发展的区域。
泽地文明是古蜀文化区域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成都平原泽地文明的走向，正好同今日的考古发现相一致。
从广汉的三星堆到彭州竹瓦街、新繁水观音、金牛黄忠村、金沙遗址、十二桥、商业街船棺葬等遗址
，这条从北到南的古文化发展纵轴线，正好是最典型的泽地文明产生和发展的生命线。
后来，如锦如绣的锦江文明就是在这条生命线上，沿锦江而发展起来的。
锦江水洗涤的蜀锦特别鲜靓，而其它河水再洗不出这种颜色。
从“濯锦江波”上溯到“泽地”发生文明，江源成为巴蜀乃至西南最早开发的文明地，这够神秘了吧
。
所以，“天府之国”本身的涵义就包含着丰富的神秘内容，它是巴蜀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神秘成都”首先就该唱响“天府之国”这张名片。
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成都是在九天之上开出的“天府”，天府比天堂还要大一些，府中才有堂嘛。
今天成都人正应该用新的勤劳和智慧，揭开九天之上的“天府”的神秘而还其坦荡。
神秘其神秘，坦荡其坦荡，这正是成都人的个性。
我们不难从这本书里发现成都人这一个性的神髓。
 　　因了这些缘故，我愿用这篇长序介绍这本书，讲一讲成都的神奇、神秘和神妙，读者愿否浏览浏
览，随便随便。
 　　作者谭继和：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政协
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顾问、成都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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