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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

峦……”在《蜀道难》中，唐代诗人

李白的寥寥数语，便把蜀道之青泥

道行进之难体现得淋漓尽致。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

的道路。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

“蜀道”，是指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

斜道、子午道、故道、陈仓道以及由

汉中通往蜀地的金牛道、米仓道等。

陈仓道是从宝鸡出发，经凤

县过甘肃的两当徽县，再到略阳

和勉县，最后到汉中的古蜀道，青

泥岭是陈仓道在甘肃徽县的必经

之地，此段蜀道谓之曰青泥道。

青泥岭位于陇南徽县，在嘉陵

镇、大河店镇、水阳镇、虞关乡之间，

主峰铁山绵延 20 多公里 ，海拔

1746米。徽县，古称河池，青泥岭

位于县城东南秦陇蜀三省交界之

地，有鸡鸣三省之说。从地理的角

度看，青泥岭北锁秦陇，南控巴蜀，

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

陈仓道从两当杨店乡进入陇南，在陇南

境内共有 90 多公里，在两当和徽县东部的

丘陵、山地中蜿蜒盘旋，进入徽县县城就到

了青泥岭脚下。

青泥岭，是古蜀道从长安到四川成都途

中三道险岭（秦岭、青泥岭、剑门）中的最险

山峰，其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算得上最崎岖、

最雄伟、最壮观的一岭。徽县境内的青泥道

作为古代秦陇入蜀的必经之道陈仓道上的

一段，被誉为“秦陇屏障、巴蜀咽喉”，至今隐

藏在徽县水阳镇、大河店镇、嘉陵镇、虞关乡

境内的青泥岭山脉中。

青泥道，因在青泥岭上而得名。

探寻古道时正逢雨天，雨中行进在青泥

岭的大山中，山上云雾缭绕，山下雨水随意

流淌，脚踩上去便是泥，或许这正是探秘青

泥道最好的体验了，青泥道字面上看便是与

泥有关，与艰险有关。

据考证，20 世纪 60 年代在徽县县城南

门外还竖立着一块明代雕刻的石碑，书有

“通蜀门”三个大字，从这三个字可以看出，

出了县城南门就踏上了入蜀的古道。

从徽县县城出发向南绕山而上行进大

约 10 公里，便到了大河店镇的青泥村。

村子位于青泥岭的主峰铁山脚下，继续

往山里走，新铺的水泥路只能一辆汽车通

过，大约不到十分钟车程，路旁赫然立着一

尊黝黑的石碑，碑名为“远通吴楚”。碑文大

致为：“徽县至虞关之通道也，自石家峡至杏

树崖二十余里，路皆崔嵬，险阻可畏。自明

以来，虽崎岖如故，往来负载莫不寒心。但

功力浩大，难以举动。己巳秋，四方左右奋

发起念，同心协力，悉内一旦成功，爰立二

碑，以示不朽云。捐资人，首领……嘉庆十

六年四月吉日”的字样，记载了青泥道自明

代以来的通行路线、险易程度及当地百姓自

发维修青泥道的情况。远通吴楚，反映了当

时的山民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沿水泥路再行进三五百米，在青泥村辛

家吊沟村北面的石崖上，明代留下的一处摩

崖石刻仍保存完整，因其横额上刻有“玄天

神路”四字，当地人一般叫它“玄天神路”碑，

又名“新刊修路碑记”。碑文说：“上自青泥

岭，下至青泥河，土路坍塌，顽石阻隔，往来

奔走不便，人人所忧虑者。今众等集乡约

会，各施资财粮石，发心修理道路。”这是青

泥古道上关于路的又一处历史见证。

过了玄天神路碑行进大约五公里，水泥

路也到了终点，只有窄窄而泥泞的土路。要

想感受古人脚下的青泥道，只有舍车步行进

入。在一段小溪处，随行的当地向导介绍

说：“这正是当年青泥道经过处，河面上裸露

出来的石块上一个个小窝貌似就是骡马留

下的足印。”跨过小溪，半裸露于山坡上的石

阶大约就是青泥道最明显的遗迹了，只容一

人通过，并延伸向茂密的荆棘深处。坡度大

约有 60 度，我们手脚并用爬上了古道，稍有

不慎就有滚下山坡的危险，腿在发抖，难以

想象当年古人背负粮草行囊，如何一路翻过

青泥岭走向川蜀大地。

二

大山深处的青泥村在雨雾中显得很静

谧，村部小广场上的李白、杜甫白色雕像格

外醒目，诗仙李白显得神采飞扬，他的标志

性动作——手举酒杯正在豪饮；诗圣杜甫

则面容清癯，手握毛笔似正在作诗。与二

位诗人正对的是一尊巨大的黑岩石，上书

“青泥驿”，这便是蜀道上举足轻重的青泥

驿，宋以前的历代朝廷都在这里设下驿站

供路人歇息。

众多文人墨客路过驿站，在此歇息，留

下大量经典佳作。广场上的李白、杜甫像给

今天青泥村平添了几分文化气息。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李

白的《蜀道难》成了千古绝唱，青泥古道也在

历代文人骚客的笔下积淀了深厚文化，一部

关于路的历史文化。

如今，在青泥村依然可寻见遗留下来

的碾盘、枯井、对窝、马槽等。据悉在青泥

岭 23.5 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分布着历代摩

崖石刻及碑刻，共有 71 处，隋唐以来的寺庙

建筑共 8 座，如：隋朝的太和庵，唐代的万

安院、长丰寺、南禅寺、泰山庙、罗汉洞、三

眼涧，明代的真空寺；还有北周的石窟石造

像 1 处。

走在这条千年古道上，我们仿佛穿越时

空的隧道，翻阅历史的长卷。唐朝后期，以

诗人李白为代表的文人墨客从长安向蜀地

的锦官城云集，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

适、岑参、韦应物、元稹、李商隐、柳宗元、薛

涛等十多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都曾经过

青泥岭，他们或惊呼青泥岭道路的艰险、高

峻；或赞叹青泥岭山势的雄奇、壮观，不论是

吐露真情还是抒发感慨，均留下了壮丽的篇

章，其中不乏像《蜀道难》这样的千古绝唱。

唐以后，宋、元、明、清、民国历代文人学士写

青泥岭的诗词歌赋亦有约 200 篇，在中华文

化的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页。

作为中华民族大地上的文化名岭，青

泥岭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历史上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前 206 年，刘邦采

纳韩信的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派大将

韩信率大军经此道兵定三秦，打开了奠定

大汉王朝基业的大门。建安二十年，曹操

率兵经此道取汉中，破汉中王张鲁。魏蜀

相争数十年，无论是诸葛亮六出祁山，还是

曹魏兵伐蜀中，一次次的拉锯战中，作为嘉

陵道上的咽喉，青泥岭都是必须逾越的屏

障，乃至于兵家必争的战场。公元 617 年，

西秦霸王薛举反隋，占据秦陇，派儿子仁越

率兵进犯蜀地，遭遇河池郡太守萧瑀的防

御，于天险青泥岭展开激战，萧瑀下令烧毁

青泥岭栈道以绝士兵退路，将士们背水一

战勇猛杀敌，击退了反兵，保住了河池郡及

蜀地咽喉青泥岭。

在徽县，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热爱书

法，习书法之风盛行，这和青泥岭上历代书

法墨迹有关。早在多年前，徽县虞关乡三

岔村东南方向发现一个神秘的洞穴，崖壁

上 有 古 人 留 下 的 许 多 墨 迹 。 种 种 迹 象 表

明，这正是那个在历史上消失了整整四百

多年的首阳洞。千年文脉延续至今，酒文

化、书法、摩崖石刻、石窟等历史遗存，深受

青泥岭的恩泽和护佑，青泥岭成为屹立在

陇南大地上的文化坐标，也是造物主赐给

陇南人民的文化长卷。

三

穿行于青泥村，青瓦白墙的房屋显得有

些古朴，白墙上绘以古人饮酒作诗图或商贾

云集的集贸市场交易场景，道路两旁三三两

两悬挂着“青泥岭客栈”“青泥岭酒家”字样

的彩旗迎风招展，发出啾啾的响声，加之树

上悠悠飘落的树叶不时映入眼帘，让人有穿

越时空来到了古时候繁盛的青泥驿之感，仿

佛看到当年店铺林立、酒旗招展、商贾云集、

人欢马杂的繁荣景象。

在 2000 多年的风雨沧桑中，青泥岭见

证了多少金戈铁马、英雄壮举，又承载了多

少凄楚美谈、悲欢离合。据《唐史》记载，天

宝八年，唐明皇李隆基为了让他的爱妃杨玉

环吃到涪陵的新鲜荔枝，下令开辟入蜀官

道。自京都长安出发，穿宝鸡、越秦岭到凤

州，过两当、河池（今徽县）上青泥岭，到长举

沔水，过广元入剑门到成都，沿路设 108 个

驿站，青泥驿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新修白水路碑记”记载，宋嘉祐二

年，为避开青泥岭之险，修建了绕道而行的

白水路，青泥驿因此被废弃，当时，仅裁撤

的邮兵就有一百五十六人，驿马一百五十

六匹，该驿站和递铺每年为朝廷节省的粮

食达五千石，喂马的饲料堆成堆，要一万人

伸直胳膊才能抱拢，解除契约的执事役夫

达三十余人。而新修的白水路上却增加阁

楼栈道二千三百零九间，供传递文书的人

沿途休息的邮亭、驿兵驻扎的营房等三百

八十三间。通过对比，可见青泥驿当年的

繁华程度。

青泥道是自古秦通蜀之要道，属交通大

动脉，唐宋时期南来北往的商贾贸易经此转

运。南边的茶叶、丝绸、造纸、印刷发展很

快，加上南方的手工业，如青瓷、扬州的制玉

业等源源不断沿长江输到嘉陵江运往长安，

而西北的盐、铁器、种子、美玉等源源不断输

入江南，这期间青泥道十分繁忙。

当宋嘉祐二年为避青泥道之险而新修

的白水路建成以后，青泥岭上的马帮驼队、

邮差商旅虽然得到了分流，但古道峻岭上行

色匆匆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止。

千百年来，它静静地矗立在陇之南的崇

山峻岭中，续写着秦陇蜀之大地的繁荣兴

盛，也吸引着四方游人驻足、回望这片古幽

的山水。

金徽酒文化生态旅游景区

群山环抱、林木苍郁的徽县有着西北

“江南之地”的美称，金徽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 就 像 一 处 世 外 桃 源 隐 匿 其 中 。 作 为 国

内 建 厂 最 早 的 中 华 老 字 号 白 酒 酿 造 企 业

之一，这里已经变成集历史文化景观和生

态景观为一体的花园式生态酿酒园，被评

定为“国家 4A 级生态文化旅游景区”“全

省工业旅游示范企业”。这里已不仅仅是

一座工厂，更是一座园林式生态酿酒园。

生 态 酿 酒 园 占 地 面 积 2000 多 亩 ，分 为 管

理区、生产区、生活区，其中生态文化旅游

景区包括樱花路、酒文化展馆、生态文化

广场、养酒馆、海眼神泉、飞天广场、古井

广场等。

泰湖风情园

徽县泰湖风情园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位于徽县城南 2 公里处，远接陇蜀屏障

青泥岭，近依河池名胜泰山庙。园区周边

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素有徽县“后花

园”的美誉。

清 风 十 里 扬 春 花 ，一 泓 绿 水 映 天 涯 。

走进位于徽县城南的泰湖风情园，放眼望

去，满目美景，色彩重叠，湖面碧波涟涟，湖

边草木丰沛，垂柳依依，碧空阳光下，犹如

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墨丹青画，扮靓了群众

生态休闲新空间。漫步在湖畔，静听鸟鸣

啾啾，细观顽鱼戏珠。在这青山绿水环抱

之间，顿时让人忘却了城市的喧嚣，在这

里，你可以舒展胸怀，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

的美景和放飞心情的感觉。

榆树古街旅游景区

走进徽县榆树乡榆树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碧蓝如洗的天空，层

峦叠翠的群山，清澈见底的小河，融入茶马

文化的明清风格仿古街，宽阔笔直的柏油

马路，亭亭如盖的千年古银杏树，干净整洁

的农家小院……置身其中，呼吸清新的空

气，令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榆 树 村 自 然 风 景 优 美 ，历 史 文 化 厚

重。曾经的茶马古道穿村而过，积淀了厚

重悠远的茶马古道文化。榆树古街景区有

茶马古道、茶马广场、古银杏树广场、山水

榆树、农耕文化等主题景点。其中银杏树

文 化 广 场 上 有 棵 三 千 多 年 树 龄 的 古 银 杏

树，树高三十余米，围十七米有余，叶子变

黄时似漫天金蝶飞舞，蔚为壮观。

（本版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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