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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源清溪古城：南丝绸路上“遗落”的明珠
□ 高富华

“清风雅雨建昌月。”清
溪劲风、雅安烟雨、西昌明
月是川滇古道上的三大特
色。雅安汉源县清溪古城为
汉代始建，历代扩修，唐时
初具规模，清代日臻完美。
因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地理上又北接雅安，南连西
昌，东接乐山，西通康藏。旧
时的丝路、茶道、盐道都在
这里交汇，自秦汉开始到
1950年，历代郡、州、县治地
均设于此。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
如今雅安和西昌已迈进了
现代化城市，而清溪仍古貌
依稀，古风犹存。走入清溪，
似乎仍可闻见茶丝盐“一锅
煮”的繁华旧事。那些尚未
溜走的风景，那些尚未结束
的故事，扑面而来。随着对
清溪古城的保护和旅游开
发，千年古城开始重现昔日
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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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长条桌
见证清溪繁华旧事

李崇懋生前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泡
一大盅老鹰茶，然后打开房门。随后，几位和他
年龄差不多的老人就聚在一起打纸牌，那一大
盅老鹰茶，谁口干谁就喝。放纸牌的是一张长条
桌，桌面坑坑洼洼。前些年的一天，有位老人无
意摸到了桌底，发现桌底光滑得很，有些好奇的
他再仔细一摸，似乎还有几个阴刻的字。“你的
牌桌有板眼哦。”老人信口说道。李崇懋一听，呷
了一口茶说，“你又不是不晓得，从前我家是干
什么的？是开官店的，这是我家的招牌。”“打牌，
打牌，打完牌再摆龙门阵。”有人催了起来。就在
这几位老人打牌聊天时，一街之隔的退休干部
任沛雄正在家里整理清溪古城档案。

任沛雄的家也在清溪，他曾任清溪镇人民
政府镇长、镇党委书记，前些年退休后，他给自
己找了个事，收集和整理清溪古城档案。他将古
籍记载清溪、古道的资料分门别类的抄下来，并
分专题一一装订成册……几年下来，“线装本”
已装订了几十本。“外地人到清溪游玩的，大多
数是我陪同的”。他自豪地说。他说这话有的是
底气，因为他生在清溪，工作在清溪，有“清溪活
字典”的雅号。

清溪古城为汉代始建，历代扩修，唐时初具
规模，清代最为完美。因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地理上又北接雅安，南连西昌，东接乐山，西通
康藏，是雅（雅安）、宁(西昌)、康(康定)、乐（乐
山）四地的交通枢纽。旧时的丝路、茶道、盐道都
在这里交汇，所以自秦汉开始到 1950 年，历代
郡、州、县治地均设于此，设治时间长达近 2000
多年。

当任沛雄无意中听到李崇懋家的牌桌“有
板眼”时，他一下激动了起来。李崇懋的祖屋曾
是走马转角的四合院，任沛雄依稀记得，李崇
懋的爷爷开过几家店子，其中一家是官店，那
是过往的达官贵人下榻的地方，“西康王”刘文
辉进出康定，途经清溪时就住在这里。那时，任
沛雄虽然只有几岁，但他记得只要是刘文辉住
了这里，从官店门口经过的人都要盘查，拿“短
火”（手机）操长枪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而且日
夜巡逻。

以前李家门口挂了块“老永发官店”的牌
子。后来这块牌子就不见。“莫非牌桌就是牌
子？”任沛雄的猜测没有错：当他翻开牌桌一看，

“老永发官店”五个字映入眼帘，随后在他的“线
装本”清溪古城资料中又有了“老永发官店”的
记载。

百年老照片
重现清溪“九街十八巷”

2007年 10月 4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院
研究员印开蒲重走“威尔逊之旅”来到清溪，他
拿着威尔逊的百年老照片，照片虽然是黑白的，
但清晰度很高，老照片里的清溪城北枕崃山，东
西南临涧，古城四周有逶迤的城墙，城墙上的雉
堞历历可数；城墙之内阡陌纵横，鳞次栉比的屋
宇，屋舍俨然的书院；城中屋宇沿十字形中轴线
分布，树木掩映，白墙黑瓦，错落有致，呈现出一
派祥和安宁的气象，恍若世外桃源。任沛雄看了
照片后，确定这是在古镇西边一个叫猛虎岗的
地方拍的，他还把印开蒲带过去，让后者再重拍

这个地方。
初秋时节，笔者来到清溪古镇采访，任老带

着我逛转九街十八巷，进清溪文庙，一路如数家
珍，“鼎盛时期的清代，清溪城内有9街18巷，南
来北往的商贾川流不息。城外不仅有护城河，还
有隍堑(没有水的城壕)，东、西两条河，水流清澈
可鉴，故名清溪。”“我在家整理资料，当义务向
导，也算是工作。”任沛雄说。

旧时的清溪城设置齐全，有文、武衙署、学
署、拷棚、文庙、祠宇等 28座，还有牌坊、楼、亭
18座。由于防守的需要，南北城门处还设有两处
营盘驻军，西门处有大较场，用作练兵习武。如
今这些设置虽已废弃，但古貌依稀，成了小地
名。护城河没有了清水，但壕堑仍在，充满古城
韵味的北城门洞，仍然是居民们进出的通道。打
雨伞的姑娘，骑着摩托的小伙，赶着驮马的老
农，全都从这高耸威严的城墙下、幽深阴暗的甬
道里进进出出，将悠长的历史压缩成一幅亮丽
的风俗画卷。

清溪“9 街 18 巷”十分狭窄，穿行于其间，
一弯一拐，就到了另一条街（巷），犹如八卦阵，
让人眼花缭乱。清溪原有四道城门，名称极为
讲究，东门叫省耕门，表示朝廷重视发展农业，
南门称通化门，推崇教化四方归顺，西门为阜
财门，倡导经贸财富殷盛，北门是武安门，宣扬
尚武强军保平安。“其实主街只有两条，一条南
北向，一条东西向。南北向的现俗称‘老街’。”
在任老的陪同下，我们穿过武安门走到了老
街，老街短短的不到 200米，南北落差 10多米。
木结构的房屋以四合院为主，目前保持完好的
还有好几家。

笔者曾走进李崇懋的家。据老李介绍，以前
背夫到康定，都要从这里经过，老街几乎都是旅
店，背夫住的要简陋得多，商贾要好些，过往官
员更是讲究。老李的高祖是开鸡毛小店的，后来
贩茶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店子名叫永发店，后来
发展成“连锁店”，在清溪城内开了三家，除上永
发店、下永发店外，最早的老店名为“老永发官
店”，专门接待达官贵人，每天可以住300人。

老李一边说，一边带着笔者穿过一条甬道，
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四合小院，雕梁画栋，古色古
香。转过中堂，是一间住房，几个小女孩正在里
面做作业。“这间房子，就是刘光辉当年住过的
客房。那时大相岭没有公路，刘文辉是坐轿子来
的……”徜徉老街颇有意趣，街面上以前是石
板，后来便于车辆通行已被混凝土路面取代，但
两旁的民居大多数仍然为一楼一底木结构房，
大天井套小天井，深深庭院，屋檐下垂下长串的
玉米棒子，在斜阳照射下泛起金光。

万仞宫墙
千年紫薇叶茂花繁

雄据大相岭，虎视大渡河。清溪是过去四川
的重要交通枢纽。当时的牦牛道、沈黎道、清嘉
道交汇于此。牦牛道为南方丝绸之路北端之一
段，是四川五路驿道干线之一，凿于汉代，起自
凰仪堡(今属荥经县)，经清溪、九襄、西昌、云南
到达缅甸；沈黎道是连接川藏的主要通道，凿于
汉代，起自凰仪堡，经清溪、富林，沿大渡河进入
泸定，再达康定，为茶马古道之“官道”，南路边
茶由此进入藏区；清嘉道凿于秦汉。起自清溪，
经九襄、皇木入峨边、峨眉抵达乐山，乐山的食
盐由此道运到清溪，再入甘孜和西藏，因以运盐
为主，所以有“盐道”之称。

清溪是繁华的，成都的丝绸，雅安的茶叶，
乐山的盐巴，西藏的马匹药材，云南乃至南亚的
珠宝玉器，全在这里汇聚中转；各种文化在这里
碰撞交融。清溪扼古道要冲，街市繁华，生意兴
隆，有“建昌道上小潼关”之称。明代杨升庵贬逐
云南，往返清溪，心有所思，在《相公岭》一诗中
他吟道：“沈黎汉源古，严道蜀山遥。”感慨远离
蜀地的清溪古风悠悠，街市繁华，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清溪古城保护最好的当数文庙。绿树成荫
的文庙，是四川省内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
庙里一株树身光洁的千年紫薇，仍叶茂花繁；另
一株如伞的桂树，也已生长百年以上。转过弯弯
曲曲的文庙巷，高高的“万仞宫墙”挡住了我们
的去路。

色彩斑驳的“万仞宫墙”似有皇家气势，“万
仞宫墙”是有出处的，《论语·子张》：“夫子之墙
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果然，在“万仞宫墙”的中
部，依稀有道门影，这就是状元门，相传要出了
状元，才能打开此门。大墙内古杉参天，斗拱重
檐、琉璃碧瓦的大成殿，冠戴般的棂星门，还有
滴水桥、泮池、礼乐亭等设施，庙内还有千年紫
荆、百年丹桂、古铜香炉……

在文庙建筑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棂星
门。这座四柱三间三层的石牌坊，坊身布满浮
雕，坊顶有 4根龙缠冲天柱，全是镂空雕龙，精
妙无比，全国罕见。浮雕图案中状元打马游街图
特别有趣，状元固然喜气洋洋，百官也形态各
俱，惟妙惟肖。

清溪文庙始建于清朝嘉庆四年（1800年），
几经兴废，光绪九年（1884年）全部落成，共三进
院落，总面积 5145平方米，费银 22300两白银。
在建文庙前，这里是远近有名的玉渊书院。玉渊
书院建于南宋开禧元年（公元前205年），收汉、
番、夷子弟入学，为雅州境内最早学院，仅比朱
熹建白鹿洞书院晚 26年。现清溪文庙已列入四
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的文庙除了供奉孔夫子外，还有一个
用途，那就是学子们读书的好地方。新中国成立
后，文庙成了汉源县清溪区办事处驻地，文庙得
以保存，文庙的夫子像前跪着清光绪二年（1876

年）进士郭万俊，他是清溪县几百年间唯一“跃
龙门”的，此公后曾任清朝驻日本长崎理事，也
算是荣耀故里。

文庙院坝是由青色小方石板拼成的，横看
方形，斜视菱形，并组成各种图案，意趣盎然。
最神奇的还是那株千年紫薇，树不高，但树枝
粗壮，中间空大，有 30 多厘米的裂缝，直通地
底，只见几个小孩在这里捉迷藏，在树缝里钻
来钻去。

在文庙中还有一个“现代文物”，那是 2002
年才立的状元碑，将 1978 年恢复高考后，汉源
县文、理科高考前三名的考生大名全部镌刻在
上。意外的是，我在“状元碑”上看到了我的同事
李国斌、周锦香的名字，他们分别是 1983 年、
1999年的高考文科状元。笔者禁不住在他们的
名字上面摸了几把，姑且沾点灵气吧。

丝茶盐一锅煮
谁解其中“麻”滋味

川滇公路 108国道、G5京昆高速公路从古
镇旁绕过，但如今的清溪古镇已没有了往昔的
繁华，古老的街巷显得宁静祥和。笔者漫步在古
镇中，随便走进一家院落，好客的主人总是热情
相迎，你要拍照，任由你取景，也乐于回答你的
提问。

大相岭山坡上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古道仍让
人留连忘返。出清溪古城北门沿山而上5华里，
到达王建古城遗址后，仍可见到保存完好的古
道。王建城遗址呈梯形，南北长 600余米，东西
宽约 200米。据《清溪县志》记载，唐代的韦臬、
李德裕先后于此增置三堡，至五代王建置城，故
名王建城。如今旧城已毁，但城外的3处古堡废
迹仍然可见，城尾仍有两户农家居住。

南北走向的清溪古驿道从古城中心穿过，
古道两旁的宅基地里虽种上庄稼，而残墙破窗
犹存，古道约两米宽，用不规则的石块铺成。古
时无数的丝绸、边茶和食盐就从这经过。每个石
块都十分光滑，可以想像上边留下过多少人的
脚印才会成这般模样。城东玉渊池有宋时“玉渊
铭碑”，城西冷饭沟石岩上有明朝天启年间的石
刻“山横”和“水远”。

古老的街道诉说着过去的绮丽风光与民俗
风情。夜幕中古城墙愈显神秘。城门外，古道疏
星残月，城门内，街巷灯火阑珊。四周一片静寂，
唯有“风城”依然，突如其来，铺天盖地。据任沛
雄介绍，清溪位于大相岭下的山地平台上，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与山脉河谷走向一致。狮子沟、
磨子沟、黄沙沟、碗厂沟，几条沟的沟口齐对清
溪，每年三四月，西北气流频繁入侵，大风常有
出现；五至九月，由于强气流又形成雷雨大风。
任老说，这里每日午后，山风劲吹，依山俯冲而
下，最大风级可达10级。

大相岭海拔只有 2000多米，却是四川天然
的气候分界线，印度洋的热气流到此已是强弩
之末，不能越岭，与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相汇，北
坡和南坡分属不同气象：北边的雅安阴湿，雨雾
天多，雅安“雨城”由此而来；南边则干燥，少雨
晴天多，但风大，清溪“清风”因而得名，素有“无
日不风声”之说。古城劲风，人在屋中，只听得木
屋嘎嘎响，大树刷刷叫；街上极少行人，连鸡、
猫、狗也趴在窝里不敢动弹。由此之故，清溪不
仅建有风神庙，还有“祭风洞”的祭祀活动。按照
当地习俗，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奉请风伯、花椒
神母等各神，风洞山周围的百姓组成祭祀队伍，
抬上祭品，三步一拜到风神庙祭祀。

清溪风大干燥，很适宜花椒生长。相传当年
僧人西天取经路过此地，将一木杖插于土中，不
久即长成花椒树，从此繁衍开来，成为地方特
产。清溪花椒粒大，色泽红润，醇麻可口。史籍记
载，自唐代元和年间便被列为贡品，达千余年。

“清风雅雨建昌月。”如今雅安和西昌已迈
进了现代化城市，而清溪仍古貌依稀，古风犹
存。清溪茶丝盐“一锅煮”的繁华旧事，谁解其中

“麻”滋味？结合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遗址保
护，目前，汉源县加大了清溪古城的保护和旅游
开发力度，千年古城在保护开发中，开始重现昔
日历史风貌。

清溪文庙（郝立艺 摄）

今日清溪古镇（郝立艺 摄）

清溪人家（高富华 摄）

至今仍在行走的“马帮”（高富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