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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入蜀栈道啥风貌

千年战事风云劲
出镜文物 ：战国铭文戈

栈道遗珍美且精
出镜文物 ：唐海兽葡萄镜

编者按 ：

栈道地图、明镜瓷盘、孙文密令……日前，
记者走进即将开馆的凤县博物馆，一批批文
物令人眼前一亮。在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
际，凤县博物馆常设展览《古道春秋——凤县

历史文化专题陈列展》也将于 5 月 18 日开展，
展览以栈道文化为主线，展出故道、连云道、陈
仓道等栈道风貌和精品文物 290 件（组），呈现
了中原、巴蜀、甘青等不同地域在秦岭南麓的
文化碰撞。

栈道文物诉春秋

人文韵事风骨存
出镜文物 ：孙文密令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张琼采写）

出镜文物 ：清代 《陕境蜀道图》

陆游的一句“铁马秋风大散

关”，让人联想到古栈道上的战事

风云：吴玠、吴璘兄弟正跨马立于

大散关关口，披风飒飒，秦岭山间

的猎猎雄风，映衬着将士们誓拒

金兵的铮铮铁骨、万丈豪情。

铆钉盔甲、素面青铜剑、青铜

戈、弩机、铜簇……走进凤县博物

馆，可以看到不少与战争有关的

文物，剑、戈或矛似乎在讲述古栈

道上风云不息的战争往事。其中

有一件青铜材质的战国铭文戈颇

有看头，这枚戈于 1985 年在凤县

平木寺河村出土，戈呈丁字形，全

长 21厘米，援直锋双刃，两面有

脊，内两面靠边沿及尾部饰有三

道阴线“U”形纹饰。戈体有断裂，

戈身上有 4个奇特铭文，刃部有

多处残损，通体绿锈，具有典型的

巴蜀文化特征。战国铭文戈上的

神秘铭文是什么意思？它与哪场

战争有关？谁曾使用过这把戈征

战沙场？这些信息都被淹没在时

间长河里，我们无从得知。

这枚戈的出土地凤县平木一

带栈道遗址颇多，就连平木这个地

名也与栈道有关。平木原名“平墓”，

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最后一次北

伐，在五丈原积劳成疾，临终前叮嘱

部下，死后秘不发丧，缓缓退入斜

谷，一路建造假墓迷惑司马懿。大将

姜维按照诸葛亮遗嘱从斜谷沿褒

斜道入平木，在当地建了一座假墓，

司马懿追来之后平掉坟墓。此后，当

地人便将此地称为“平木”。

战争离不开道路，秦岭山间

的栈道萦绕着历代硝烟战火。其

中，饱经沧桑的故道就发生了不

少战事。故道又称嘉陵道，大部

分线路沿嘉陵江上游河谷前行，

自先秦以来，故道就一直是川陕

之间的重要道路之一，是川陕军

事交通中最为重要的道路。

赵宝宏说：“历史上发生在

川陕之间诸条蜀道上的战争有45

场，而发生在川陕之间故道上的战

争就有刘邦北定三秦、东汉初刘嘉

与延岑交战、曹操伐张鲁、诸葛亮

伐魏等24场，这与故道独特的道

路形势和战略价值紧密相关。”

如今，英雄人物逝去，战争

风云退去，唯有这些青铜剑、青

铜戈、弩机等文物，“目睹”过秦

岭山里的古人厮杀和较量。

五代定窑白瓷菱花口盘、

宋代龙泉窑牡丹纹碗、清代黄

杨木透雕如意……在凤县博

物馆内，记者看到许多精美的

生活类文物，展现了凤县栈道

沿线文物的丰富多样性，以及

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

在展厅内有一枚唐代铜

镜精品——海兽葡萄镜颇为精

美。凤县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这枚海兽葡萄镜于1958年从

凤县凤州镇凤州村征集而来，

直径14.5厘米，重量931克，呈

圆形。镜身上有银白色伏兽钮，

背内区置肥硕柔健、大头长尾

的五只瑞兽，间饰葡萄缠枝纹。

外区鸟雀环绕，或飞或栖掩映

在环绕成圈的葡萄枝蔓叶中，

边缘饰有垂瓣花纹。这面海兽

葡萄镜品相上佳、纹饰清晰，把

唐镜的精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瓷盘是一级文物，

特别美。”顺着凤县博物馆工

作人员的介绍，记者看到了一

个五代定窑白瓷菱花口盘，盘

子不大，高仅 3.5 厘米，口径

17 厘米，薄胎，菱花形口。它

出土于凤县双石铺镇双石铺

村，盘面坦张，腹壁直线斜收，

胎质洁白，器内满施白釉，外

施半釉，釉面匀净。在盘子底

足内可以看见清晰旋痕，瓷盘

造型精巧、清丽，釉质细腻、匀

净，是五代白瓷精品，显示了

当时白瓷生产的高超水平。

此外，还有木雕、刺绣、寿

山石印等多种文物，这些文物

与关中地区文物呈现出截然

不同的风貌，有中原、巴蜀等

多地文化碰撞、融合的印痕，

而且流露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看着这些文物让人不禁联想

到：南来北往的古人在栈道上

穿行，经商、旅行或探亲的人

翻越秦岭到达驿站时，有人取

出茶盏饮一口茶，有人掏出心

爱的铜镜整理容颜，有人用笔

墨写下了诗词……秦岭山间

的一条条古道，也是南北文化

交流、碰撞、沉淀的文化之路。

在《古道春秋——凤县

历史文化专题陈列展》里，

一张北伐战争时期的孙文

密令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

为孙中山先生亲笔签署，是

宝鸡市目前发现唯一的国

家一级革命文物。这张密令

背后，有凤县男儿为国奔走

的澎湃往事。

这份密令保存完好，

呈长方形，长 26.5 厘米，宽

18.5 厘米，以白绫为底。密

令中部盖着边长为 7.5 厘

米的正方形篆书大印，印上

文字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

帅之印”。左下方盖有一枚

篆书小印，印文字为“孙文

之印”。密令文字内容为“密

令 派大本营出勤委员李自

立赵西山前赴陕西传谕同

志各军将领迅速协同一致

讨贼救国 此令”，文末有

“孙文”和“中华民国十二年

九月四日”的落款。

孙文密令中提到两个人

名——李自立、赵西山。其中，

赵西山为陕西省凤县唐藏乡

罗汉寺村人，为清邑庠生。《凤

县志》记载，赵西山曾在乡创

办民团御盗，后在县署任职，

因顶撞县知事后愤然远走外

省，加入同盟会，奔走粤、陇、

蜀、京、沪各地联络有志之士，

宣传革命。1922 年，赵西山

赴广州遇孙中山先生，报告陕

西革命战争情形，并献西北军

事善后之策。1923年 9月在

广东，赵西山被孙中山派为大

本营出勤委员，持孙中山密令

联络豫直各省同志，宣达孙中

山对于国事之主张。彼时，正

值战乱，赵西山持孙文密令，

奉命奔走，累立功勋。

凤县博物馆工作人员

介绍，孙文密令为凤县唐藏

赵西山之女赵玉花于 1980

年 9 月捐献，是研究民国北

伐历史及孙中山先生革命

活动的珍贵实物资料。如

今，这份密令被妥善展陈在

凤县博物馆展厅内，“诉说”

着 98 年前的人文故事。

5 月初，在凤县博物馆展厅

内，一幅栈道地图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图中，不仅描绘了故道、连

云栈道的走向和地形，还有“打

尖处”“营房”“住宿处”等为旅

行者提供便利的文字、图形标识

等，堪称清代版入蜀攻略图。

凤县博物馆馆长赵宝宏介

绍 ：“这张地图根据清代《陕境

蜀道图》仿制而来，《陕境蜀道

图》真品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

馆。作者用传统山水画方式，展

示了清代川陕道路的风貌。”凤

县居于关中入巴蜀的要冲之地，

自古有故道、连云栈道、陈仓道

等多条通蜀道路。栈道是古代中

原与西南联系的最重要的道路，

它具体线路如何？沿途有哪些

山川、驿站？当时的凤州城、宝

鸡县是怎样的？虽然古人留下

了许多与栈道有关的诗词，但文

字的描述总有局限，很难让人清

晰地感受到古栈道的真实风貌。

2018年 4月，赵宝宏在网络

上无意间看到了清代《陕境蜀道

图》图文介绍，但苦于没有清晰的

电子文件。他与凤县羌学研究会

会长袁永冰沟通后，联系到原汉

台博物馆馆长冯岁平，最终拷贝

到了清代《陕境蜀道图》的高清文

件。凤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按照一

定比例，将《陕境蜀道图》制作成

图陈展于展厅内，供参观者观赏。

据冯岁平考证，清代《陕境

蜀道图》长 1672 厘米、宽 31 厘

米，为清无名氏绘制于乾隆三十

年至乾隆四十年之间。作者不仅

用画笔展示了栈道的路线、风

貌，还以立面的形式生动描绘了

道路沿途的自然地形、州县管

界、山川桥梁、河水源流等。

细观这幅长卷，在凤县境内

有黄牛铺、长桥、红花铺等 11 处

营房；有草凉驿、废邱关 2 处社

仓，社仓为官督民办之仓；草凉

驿有千总署，废邱关有把总署，

千总、把总是清代绿营基层组

织“汛”的领兵官，掌巡守营哨汛

地；塘是邮递交通机构，司接递

文书之职……从长卷中的这些

信息，可以了解清代地方管理体

制以及邮驿管理制度等。

赵宝宏说：“《陕境蜀道图》

虽然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但能

看出来作者与凤州有一定的渊

源。他对凤县境内栈道非常熟

悉，尤其是对凤州城内的文庙、

城隍庙等建筑描绘得非常细

致。图卷中所画的区域绝大多

数属汉中府境内栈道，当时凤

县属汉中府管辖，倘若长卷名

为《秦栈图》或《陕境云栈图》就

更为恰当了。”
《陕境蜀道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