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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文化图书《话说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我随即开始了它的延伸产品——中国地理文化
系列的图书出版工程《行走中国》的策划和编辑。
与《话说中国》的策划思路一脉相承，《行走中国》系列丛书是要秉持“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弘扬祖
国民族文化”的编辑方针，结合更多的文化资源，向广大读者倾力推出又一批大众文化精品力作。
　　《行走中国》，顾名思义，显然要讲祖国的地理知识，讲我们脚下的这块大地的故事。
但如果光讲自然地理，不讲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大地上的人，不讲我们民族的先人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
绚丽的文明，也许难以激发我们对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的激情，更难以激发对曾经为她付出辛勤
劳动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先驱们的崇敬，我们面对的这块大地会因此失去光彩，这套丛书也会因此失
去灵魂。
　　显然，《行走中国》要做到人与大地的结合，也就是地理与文化的结合。
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地理文化系列丛书的宗旨。
　　面对祖国神秘的高原、险峻的峡谷、辽阔的草原、巍峨的群山、万年的冰川、奔腾的大河、澄净
的湖泊、浩瀚的森林以及这自然界的万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在中华民族生存的这块大地上，
我们拥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质地貌和自然风光。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被喻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探寻世界上最幽深
、最奇险、最壮阔的地质地貌：峻美的雪山、圣洁的湖泊，就像高原神灵的化身，神秘而美丽。
而每逢盛夏，广袤的草原之上，杜鹃花盛开、点地梅争妍、黄羊奔突、野驴悠闲、云雀恬唱、雪鸡盘
旋，又完全是一派动植物天堂的景象。
　　《行走中国》将带你走进中国乃至世界地理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江并流”地区。
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山雪峰中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大江并肩南行，飞流直下、一泻千里。
“三江并流”的名字由此而来。
在这里，山河险阻，雪峰林立，高大的雪山和滚滚长河构成了滇西北地区大山大水大气派的地形地貌
，也成就了一块神奇雄壮的土地。
身临其境，人们的精神就会飞越万水干山，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圣洁的世界，那样洁净、明亮，没有一
丝杂质。
　　《行走中国》的力量，不仅使我们为祖国的壮丽河山所惊叹、所感动，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
奇造化所折服，更使我们的灵魂为一种人类文明的力量所震撼，那就是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披荆斩棘、生生不息，在历史长河里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的文明遗迹。
这些文明遗迹，有的是无形的、有的是具实的；有的深处崎岖险地、有的遗落于风景绝胜，它们长存
于天地之间、和谐于自然之中，依附于大地也照亮了大地。
而如果要说最具代表性、最密切地关联着中国自然地理的古代文明遗迹，则无疑要属绵延万里连接中
西商贸及文化交往的古代“丝绸之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万里长城，以及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的旷世奇观——古代建筑地标。
　　这些也正是《行走中国》要带你穿过的必经之路。
　　在这几条路上，我们将充分了解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如何打通连接欧亚大陆之路，为世界文明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将充分认知，中国古代建筑，如何独树一帜，并影响了许多亚洲国家，成为和
伊斯兰建筑、欧洲建筑并列的世界三大主要建筑体系之一；我们会更加坚信：长城，不仅是为了抵御
外来入侵而建造的，她绵延万里的雄伟身姿，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形象符号，深深镌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每个中华儿女，都为祖国拥有万里长城而感到骄傲。
　　《行走中国》，让我们循着大自然的瑰丽，沿着古文明的踪迹，期待着一次次震撼和感动。
与此同时，一路走去，我们将接触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同信仰的不同民族
，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让华夏大地异彩纷呈、魅力无限。
正是这些绽放在中国大地上绚烂的民族之花，给沉寂的大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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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去，我们还将沿着历代英雄的足迹，遥想他们为民族的生存发展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以激励自
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壮丽的自然风光，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
在大地之上建设着家园、创造着文化、守护着文明、延续着民族精神的华夏儿女，更是这片神奇土地
永恒的灵魂。
《行走中国》，固然是对中国自然地理、历史文明的一次深刻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
激情呈现。
　　我深深地相信，读完《行走中国》，你会更加热爱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大地和生活在这块美
丽大地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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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成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描述对象，运用充满怀旧色彩的文字和生动直观的图像，将这座有
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西部内陆城市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市井人文展现给了读者，为读
者描绘出一幅精妙绝仑的现当代“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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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锦，1955年6月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1971年5月至1978年9月赴云南省河口农场四分场当支边知青，其中近四年务农，近四年在中心学校当
体育教员。
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就读于云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4年10月调四川人民出版社从事专职摄影、编辑工作。
1985年底转四川美术出版社至今，任高级编辑、副编审。
1992年至今，先后主拍主编大型摄影画册《西南丝绸之路》、《神游三峡》、《峨眉山》、《炎黄子
孙·氐羌颂卷》和《巴蜀文化图典》。
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其涉猎题材非常广泛，作品在国内以及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展出，被中央电视台、日本NHK
、德国电视一台等媒介作专题介绍。
1992年，《哈那斯之路》获四川省首届巴蜀文艺奖。
1996年应世界华人摄影协会之邀，赴新加坡参加《今日新加坡》画册拍摄活动。
1998年，《茶馆》获“中国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E类一等奖，《蜀里》获四川省第三届巴蜀文
艺奖。
2003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选为“德艺双馨”优秀会员。
2001年4月至5月，应美国Freithof图片社和法国Gamma图片社之邀访问美国、法国并作学术交流。
2002年应《中国时报》之邀，赴台湾参加“两岸摄影家合拍台湾24小时”采访活动并作学术交流。
2006年出版大型个人摄影回顾性画册《市井》。
处女作“峨眉山雪景》刊登于《春城晚报》的星期日副刊版，1980年。
第十三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1984年。
四川当代摄影五人展，中国，1987年。
第十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中国，1988年。
四川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展，赴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展出，1995年。
中国现代纪实写真五人展，日本，1997年。
故乡记忆——摄影个展，中国，1998年。
瞬间犹存——中国纪实摄影作品双人展，德国，1999年。
四川茶馆写真个展，全部展品被日中友好会馆收藏，日本，2001年。
中国人本，中国、德国，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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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成都古城屡建屡毁　　我的一个北京籍同学曾对我描述过，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第一次来
成都时留下的印象：街道很窄，人家多面街而居；一条丈许的竹竿横街而过，从这家屋檐挑向那家屋
檐，其上晾满了刚洗过的铺笼罩被、内褂外衫；天微亮，张家健妇叉腰跺足于街心，唾沫四溅地与李
家太婆论短长；当正午，打锅魁的师傅用擀面杖有节奏地敲击着案板，茶铺里传出了茶船子在茶桌上
绽开的咣当声；日黄昏，户户置饭桌于街沿，王家幺妹脚拖叭嗒作响的木板鞋踱向赵家门前，一边毫
不客气地从赵家饭桌上往自己碗里夹菜，一边还叽里咕噜地数说着：“哟，吃的是菜脑壳煮腊肉嗦！
”⋯⋯　　——这就是成都，一座不同于北京，更不同于上海的中国内陆城市的街头风景。
　　成都的建城史可以上溯至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最初的成都市民仍依据“择水岸而居”的通例
，自秦汉以来，于府河、南河“二江”并流之处，逐步完成了“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汉·扬
雄《蜀都赋》）的城市格局。
早期实行“坊市制”，即为了便于管理，将城市居民的居住地划分成若干个街区，这个由一定数量的
街巷组成的街区叫做“坊”，相当于现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
坊与坊之间有坊墙相隔，居民从坊门进出。
城市的规模大小以坊的多少而定。
据南朝梁李膺《益州记》所载，南北朝时成都城内有120坊，且整齐而有规律。
而“坊市制”，就是将做都历史上7次成为封建割据小朝廷的京都，2次成为农民起义政权的国都。
而每一次新的政权的更替，成都城都要经历一次战火的摧残，伴随着一次由毁灭到重建的痛苦的过程
。
最为惨烈的要算明末清初连续60年的战乱，从张献忠的“屠蜀”，到清军反复数次的破城，一个曾经
是“既丽且崇”有着“喧然名都会”美誉的大都市，竟落得个“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
塞，麋鹿纵横”（沈荀蔚《蜀难叙略》）的悲凉景象。
因此，这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城的原貌，只能从史籍中少量的文字记载，和几幅粗略的地图上窥其
一二。
我儿时见到的那座“古老”的成都城，其实已经是清康熙年以来，从一片瓦砾废墟上逐渐重建起来的
。
二．前铺后家、铺院结合　　清光绪五年和光绪三十年出版的省城街道图统计，成都城有大街137条
和169条，小街巷有196条和289条；清宣统元年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令城买卖的场所（市）与居
住的街区（坊）截然分离。
当时的市，类似于现今的大型商场，每日定时开放，定时散场。
到了唐代，那种带有保守、封闭意味的坊墙坊门不复存在，“坊市制”也被废除，逐渐形成坊市合一
、以街为市的开放性局面，商业愈加繁荣，城市也愈加发展了。
　　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成街巷516条；《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记载1949年时共
有大街229条，小街巷505条。
可见，近代成都的城市化进程还是颇具一定规模的。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建筑是文化的标签，更是它的脸谱。
尤其是民居建筑，反映出这座城市独有的经济状况、世俗民风。
传统的成都，始终是一座小商业和小手工业为主体的平民化城市。
普通市民的居住方式，大都以家户人家为单位，互为依傍、彼此毗邻，似乎谁也离不开谁，具有浓厚
的“群届”文化色彩。
　　川西平原大多数城镇的民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临街的多是做买卖的铺面，背街的都是大小不
等的院落。
铺面有三间、双间和单间，木板门面，无窗，拆下木板后即成店堂，进深较长，常是前铺后家、铺院
结合；也有的是一楼一底，楼下为店，楼上住家或堆放货物。
铺面与铺面相连形成长长的檐廊，檐宽少则一米，多的达数米，既可遮阳，又能避雨。
背街的院落以巷（北方称“胡同”）为连接出入通道，普通人家住的是小四合院，一户一院或几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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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中有小天井，天井里种些花草，房屋为粉白墙，深色门窗，小青瓦顶，整个格调朴素淡雅，给
人以一种恬静舒适感。
　　权贵人家住的大院，又被称作“公馆”，多是砖木结构，大门两侧为八字墙，墙面灰白色，门前
筑照壁，门左右有门枋，可贴桃符或对联，成了一些机关单位办公的地方，要么分配给住房困难的普
遍百姓，成为许多人家杂居其间的大杂院，俗称“十家院”。
　　四川人具有好交往、喜聚集（扎堆儿）、尚娱乐的生活习性。
那些长长的铺外檐廊，宽宽的街沿，或者大小院落里的天井、院坝等，正好为居住者提供了一个明朗
的休闲娱乐“共享空间”：男人们在其问喝茶下棋，会友聚谈；妇女们一边做些浆洗缝补类的手工活
，一边拉拉家常；孩子们则为自已找到了发挥天性的好去处，恣意地嬉戏游玩，待夜幕降临，“逮猫
”（捉迷藏）、“摆鬼故事”等节目更加激动人心⋯⋯在这里，人们的思想得以交流，情感得以宣泄
，体现出浓浓的邻里亲情，就像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
在这个开放式的居住环境中，居住者之间自然形成了相偎相依、互帮互助的睦邻关系，与现在的人们
住在单元楼里，“一门关尽，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正好是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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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逝中的风情：感怀成都》以生活活泼的文本与知识专栏的理性概括相结合，全面展示祖国大
地的起伏沧桑与人文风情，汇集众多摄影名家的珍贵摄影作品，带给您强烈的视觉冲击，图书、杂志
、网络等各种全新的编辑手法融会贯通，一部适合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轻松阅读的人文地理百科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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