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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竹：又见阳城驿

在商洛，唐时称商山路，今为312国道。当
年阳城驿，蝶变为4A景区。这座千年古驿，曾
数改其名，串起数位唐宋文化名人，演绎了一段
沉重而难忘的历史。

据考证，商山路在今商洛境古驿约有12
个，除安山、北川两驿外，其它均见之于唐诗。
这些驿馆，大抵根据附近的要地、关隘、山川等
人文、自然景观而取名，如蓝田、武关两驿附近
有蓝（田）关、武关，仙娥驿附近有仙娥峰和仙娥
溪，雒（洛）源驿临丹江（昔称雒水），棣花驿附近
有棣花山，桃花驿当地多桃树等等。一些驿馆
另有别名，如临近四皓祠（墓）的“商州馆”，又名
四皓驿；层峰驿内种植了几株粗壮的桐树，又名
桐树馆。武关东的青云驿，可能与商山路又为
科考之路有关。陕豫交界的阳城驿，大概因其
地处秦岭之阳、且为古城遗址而得名，不料却与
唐贞元名臣阳城的名姓相同，引起争议。

提起阳城（736—805），如今可谓网红官
员。他少小家贫，遂入集贤院作抄写书吏，得以
苦读经史。人到中年，考中进士，复于中条山隐
居。彼时学子入仕，或者正儿八经参加科考，或
者拉关系走明经一途，或如李白一样可怜巴巴
地“遍谒诸侯”，或者隐居名山，待价而沽，走“终
南捷径”被皇帝招用。阳城在隐居时，曾拒地方
大员李泌之邀。但当李泌拜相后再次相招，他
还是入朝作了谏议大夫。君子得其位，则思死
其官。可是数年间，阳城以长安酒徒自居，竟然
庸碌无为，令人失望。为此，青年韩愈作《争臣
论》，对其冷嘲热讽。

其实，刚直的阳城是不屑于为一些鸡毛蒜
皮、不痛不痒的小事正词直谏的。要干，就要干
一票大的。794年，贤相陆贽遭受排挤，奸佞裴
延龄即将为相，众皆敢怒不敢言，此时阳城挺身
而出，犯颜忤旨：“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
之。”“阳城裂麻”之后，先被打发到国子监作司
业，随后被贬道州。柳宗元为此作《与太学诸生
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盛赞阳城有“博厚恢弘
之德”。

阳城应当是经商山路抵道州的。在唐代中
期，商山路作为长安通往东南的捷径，仅次于

“大路驿”（长安至洛阳的两都驿道），被升格为
“次路驿”，即全唐第二驿道。唐人奉使、贬谪、
赴考、游历等多取道此途，“来往悲欢万里心，多
从此路计浮沉”（李涉《题武关》）。

在道州，阳城“封五龙侯，罢矮奴贡，自囚入
狱”，多有为民请命之举。此时的韩愈，终于懂
了阳城，在《送何坚序》里，将阳城比作鸟中之
凤，希望道州父老子弟“服阳公之令”。白居易
作《道州民》，称颂阳城之举：“道州民，民到于今
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
男多以阳为字。”阳城遂被尊称阳公、阳谏议、阳
道州，入传于《旧唐书》。

继阳城之后，商山路也见证了“韩柳”“元
白”诸诗人、官员的贬谪之痛。倡导“文以载道”
的韩愈两遭贬谪，在蓝关长叹“云横秦岭家何
在”。柳宗元两过商山，作《商路孤松有感》。白
居易“七年三往复，留诗十余首”，元稹七经武
关，容颜憔悴，饱受精神折磨。一寸商山路，一
缕贬官愁。堪画亦堪行的商山路，因之涂抹上
浓重的悲怆色彩。

正是敏感的元稹，发现“商有阳城驿，名同
阳道州。”对于神一样存在的阳城，他实在不忍
心让行人直呼其名，遂援引羊祜碑改名堕泪碑
的旧例，作《阳城驿》：“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
邮。”对于极品好友的倡议，白居易在和诗中，亦
作800言，同意将阳城驿“改为避贤邮，大署于
门楣”。

20多年后，杜牧行经商山路，发现此驿改
称富水驿，提出“驿名不合轻易改，留警朝天者
惕然”，他以为，保留阳城驿名，可以警示在朝为
官者，使得“名存教可施”。

时至赵宋以后，京都东迁、北移。曾为长安
近辅的商州，一落为寂寞偏僻的贬谪地，而“邮
传之盛，甲于它州”的商山路，旧驿废弃，也失去
往日繁华。991年秋，诤臣王禹偁初贬商州，览

元、白、杜之诗，“验之图经，求诸郡境，则富水地
存而驿废，阳城之号遂莫知也。因作风诗，申明
三贤之作。”出于“德音苟不嗣，吾道当已而”，他
作长诗《不见阳城驿》，一咏三叹，使得阳城驿名
传天下。以后，王禹偁二贬滁州，三贬黄州，一
生三黜，被苏东坡称为“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

“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
纵观历史，不乏令人唾弃的庸吏、贪官、奸

臣，但更涌现出诸如阳城、韩愈、王禹偁这样令
人敬佩的诤臣、清官、前贤。是什么让后者不合
时宜，自甘贬谪，虽九死其犹未悔？那是因为他
们一直坚守初心，践行仁义之道。这一优秀的
传统文化精神，在新的时代，应当不断被传承、
创新，以新的使命担当，缔造新的辉煌。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

周亚娟：
棣花驿，时光深处的记忆

深秋的棣花古镇清风老街，柳色染黄，枫似
丹霞。蓝天白云下的千亩荷塘荷叶将枯，莲蓬
正举。坐落在清风街西头的棣花驿，沐浴着料
峭的秋风，静静地守候着流淌的时光和探访者
的步履。

古代的车马慢，没有车站，只有驿站。在长
安城东灞桥至河南内乡柒於镇约600里商於古
道上，分布着20多处驿站，棣花驿是其中一
处。它位于“北通秦晋，南连吴楚”的丹凤县城
西20公里的棣花古镇，是“夜亦有行人”的“商
山名利路”的重要驿站，建于春秋战国年间，兴
盛于唐朝，撤销于民国。

走进驿站四合院，迎面是一堵栩栩如生的
“王姬之车”浮雕墙，源自《诗经·召南·休彼秾
矣》，描写周王之孙与齐侯之女新婚场面。诗句

“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怎么如此的浓艳漂亮？
像盛开的棠棣花一样！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棣
华”二字。院子东侧是一个小三合院，院门题字

“乐天驻”，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下塌处。白居易
任职期间，先后七次往返商於古道，留下30多
首诗篇。其间曾两次入住棣花驿，题诗两首，一
首《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遥闻旅宿梦兄
弟，应为邮亭名棣华。名作棣华来早晚，自题诗
后属杨家。”一首《赴杭重宿棣华驿见杨八旧
诗》：“往恨今愁应不殊，题诗梁下又踟蹰。羡君
犹梦见兄弟，我到天明睡亦无。”这两首关键词
为“梦兄弟”的诗，情真意切，层层递进，推动了
将“棣华”更名为寓意兄弟情深的“棣花”。棣
花，也就是棣棠花，花朵重瓣多蕊，开花时贴枝
而生，整个枝条上开满紧密相连的金黄色花朵，
象征兄弟间相互扶持与依靠。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军事情报的
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宋代由
于战争频繁，出现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

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牌三
百里。急递的驿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
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
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传送命
书及标明急字的文书，应立即传送；不急的，当
天送完，不准搁押，搁押的依法论处。传送或收
到文书，必须登记发文或收文的月日朝夕，以便
及时回复。文书如有遗失，应立即报告官府。
吏臣年老体弱及不足信赖的，不要递文书。征
召文书上写明须急到的，却没有到达，应加追
查。在南耳房古代邮驿文化展示厅，看到这些
关于古驿站的功能、起源、运行发展、人员配
备、管理、邮使金牌、驿站法律等等介绍时，不
由得感慨万千，那些规章制度的建立可谓环环
相扣，落实、执行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比现在还
要严格。

在驿院西侧题为“驿丞”的三合院里，我看
到对驿人失职的责罚：如唐代，驿递不能按照规
定行程抵达的，滞延一日，要受到杖八十的处
罚，滞延两日，再罪加一等。当时有关征讨、掩
袭、报告外境消息以及举发反叛消息之类的军
务消息更强调军务要速，若驿隶延迟一日判处
徒刑一年，延迟11日判处流放至2000里以外，
罪加三等。如果因为延迟送达而致使军事计划
不能实现的，耽误一天即加判役流。如果因为
驿报送递行程稽留致使民户、军人、卫士、募人、
防人一人以上被捕或阵亡，或者使诸城防务受
到损害的，要处以绞刑。这些严苛的制度保障
了邮驿正常运行，却也渗透着底层驿人的汗水
和血泪。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腰系革带、悬
铃，持枪、挟雨衣、携带文书的驿人，在漫漫驿路
上，餐风饮露急速前行，他们踏平了多少艰难坎
坷，遭遇了多少凶险危急……

宣政堂、驻节堂、议事厅（茶社）、驿舍、伙
房、马厩……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棣
花驿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
的消息和物流传递任务。它是古代驿站的代表
和缩影，而中国是驿站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
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
运输信息系统的覆盖水平不亚于现代通讯运
输。历朝历代共同奠定了当今邮政系统、高速
公路服务区、货物中转站、物流中心等现代交通
的基础。

得益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现在的快递行
业十分发达，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没有快
递寄不到的地方。但是打开记忆，我们依稀
可见那成群结队的马帮驼队，那清脆悠扬的铃
声，那身披斗笠、蓑衣被唤作驿隶、驿卒、驿夫的
驿人。 （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

周峰：雪拥蓝关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文公因上表力谏迎
佛骨事，被贬潮州。即便时值正月，秦岭云横雪
拥，他也不得不以获罪之身在愤慨、委屈中仓促
离家远行。

彼时，以长安为中心南下的路线，一是出潼
关经洛阳至扬州、苏杭；一是经武关、子午、褒斜
等道翻越秦岭，过荆、襄、鄂、洪诸地到广州，或
由汉中入蜀转往黔州。盖因翻秦岭南下可大大
缩短时间，所以仕人被贬多选此途。

对于大半生仕途蹉跎，五十岁才因平淮西
叛乱有功，而擢升刑部侍郎的韩昌黎来说，这无
疑是一次抱着必死之心的离开。

当年，他选择自灞上滋水驿出，向东南经蓝
田关入商山，越秦岭武关道南下。当他立马蓝
关，不见长安也不见家，那一刻，山高路远，穷途
无涯。失路之悲和丧女之痛又如何能让他心存
期待地熬到苦尽甘来？又有多少像他这样忧国
忧民的人，付出全部心血后，换来的也只是挫败
和无奈。

人这一生，可以在困顿磨难中失去一切，唯
独不能没了自己。所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
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说的就是他
这般的人。在屡试不第和多次贬谪后，仍能以
卫道、明道、行道之心坚守信念，“发言真率，无
所畏避”，以《师说》《马说》《进学解》这样慷慨激
昂的文字，领袖古文运动，将激浊扬清和造福万
民付诸实践，直至走出人生至暗的阶段。

元和十五年，因逢大赦移任袁州不久的韩
昌黎奉诏入朝，再沿武关道回归长安。这一次
也是冬天，只是不知在他过蓝关时，有没有再遇
到云横雪拥，而他又会发出怎样的慨叹。

从国子监祭酒到兵部侍郎，再转任吏部侍
郎、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他这一生半世起落，
未曾媚流俗而求苟安，这期间，除过性方道直，

又有多少得失淡然。
人生在世，虽然很多时候的成败在于一念

之间，但若你能咬紧牙关，每一次告别都会是新
的起点。只要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即便没有太
阳，天也会亮。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吴石开：武关与六百里商於道

秦之四塞，关中大地，老秦的位置处在四方
关塞以内，故称关中。四关，东函谷(另有潼关
一说)、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另有金锁关一
说）。老秦的南关不在正南，在于出向东南的方
位，如今的遗址是商洛市丹凤县武关镇武关河
北岸，出东南方向，就是沪陕高速的走向，与商
於古道线路基本一致。

沪陕高速沿线以蓝田、丹凤、商洛、竹林关、
商南西等站点与武关道的关联最为密切。“楚水
秦山古战场”，谭嗣同在《武关》中如此形容。“驻
马几多愁思苦”是寇准《秋日武关道中》所叹。
尚未查证到丰富细腻的关于寇谭二位诗作的背
景来由，难道是因为“武关会盟”？不能把秦昭
襄王扣押楚怀王说成不光彩，怀王以其节烈拒
绝秦王割地的要求，以客死老秦为结局。要晓
得，楚怀王即芈槐，宣太后芈月是他妹妹，秦昭
襄王嬴稷是芈月的儿子、芈槐的外甥。如此拆
解，似乎更加有趣更吸引人。史有“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的论断，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才有
如此顽强坚韧的战斗力。正是这听起来比虎
狼秦师还要虎狼的楚人，却奈何不了武关这一
商於道的险要咽喉，关中至荆楚的路途并不是
大道朝天。

武关，原称少习关，因少习山得名，早时老
秦君王为彰显文治武功，改名武关。武关东西
南北四面皆为关防，依次为:富水关、牧护关、白
阳关、竹林关、荆紫关、漫川关、铁锁关、鸡头
关。武关与商於道，金戈烽烟，兵家必争，张仪
以商於为诱使得齐楚分崩，再以武关之险绝而
弱楚国；郦食其为沛公取武关后，汉军直捣咸
阳；李自成在商山中精实兵马，两年后破竹披靡
取京畿。得商於，扼武关者，可得天下。商山名
利路，是这条古道的俗称。南方学子由此进入
京师考取功名，南北贸易的行商熙攘往返将本
图利。韩愈、白居易在这一路留下传世名篇。

韩愈被贬出京师，加之丧亲的打击，这句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真是历经
恐怖而来，低谷的心境，展眼云山，多是愁绪，叹
家何在，马亦不前。次年，韩愈再次从商於道返
回京师，祭奠亡女，今次，提振了精神，洞穿了浮
云，身心皆坚实，百代称文宗。

号为乐天的白居易在宦海浮沉中也不能顿
时解脱，被贬之作《蓝桥驿见元九诗》，君来、我
去、下马、觅诗，离去时的风，满是秋风。当君王
玩乐不理政时，他请求外放，心底秋风无比肃
杀。才思卓绝的白乐天，身心脱落之际，再过商
於道，写下《登商山最高顶》，全诗字句飘洒，行
间超脱，精神放逸。四望烟云，通秦达楚，名诱
利牵，或胜或负，七年三遭，亦未出尘。

公元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将蓝田至内
乡700余里商於道重新查勘、修补、疏通，古道
焕发了新生命，这一路因而热闹起来，留下柴
峪沟、龙驹寨、棣花驿等多处繁华鼎盛的历史
印记。

与商於道并行的沪陕高速正是这样一条大
动脉道路，它一定能让沿线地方持续兴旺，借苏
东坡的话，遥想雄姿英发。

（作者供职于西商分公司蓝田收费站）

（上接一版）
古道文明与现代公路的融合发展，呈现了

对古道路网、地理特点的“路径依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国内外形势影

响，民国政府被迫向西北、西南地区战略转移，
实施战备项目，其中包括浙赣铁路、钱塘江大
桥、川陕公路等。1934年 11月至 1939年 2
月，赵祖康主持修筑川陕公路，沿陈仓、褒斜、
金牛三条古道，先后修成宝汉、褒棋、汉白三条
公路，结束了川陕之间依靠险峻驿道维持交通
的历史，改写了自古以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的千年难题。

抢抓机遇，乘势而动。1964年至1973年
掀起“黑色路面大发展”的高潮；1979年,改革
开放第一年，第一条二级公路建成通车；1983
年，朝发汉中、暮至西安；1991年至1997年，构
建“一体两翼”格局，主导“开发三个市场”；
1998年至2003年，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加
快路网二级公路改建步伐；2003年至2008年，
推进“三化”建设，提升路况质量和服务水平；
2007年10月西汉高速公路开通后，实现朝发
长安，午憩汉中，晚抵蓉城，夜寐渝州；2008年
至2016年，打造“天天一个样”公路品牌；2016
年至2022年，“路畅人和”理念推动公路建设
发展稳步向好。

古道文明与现代公路的融合发展，体现了
对精益求精、匠心独运的“技术承袭”。

秦蜀古道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存的物质
载体，是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古道
的核心是道路本体，交通体系的核心是栈道。
目前汉中境内栈道共有七种形制，分别为：平
梁立柱式、斜撑式、依坡搭架式、千梁无柱式、
石积式、多层式平梁加盖式、凹槽式，它是人类
智慧的杰出工程代表。“石门”被誉为天下第一
门，位于石门大坝上游右岸 200米处，全长
15.75米、宽4.15米、高3.6米，在火药还未问世
的情况下，先民采用“火烧水激”的原始方法，
凿通石山、修筑公路，无不令人叹服。

古道文明与现代公路的融合发展，促进了
对呵护生态、尊崇自然的“绿色循环”。

秦蜀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
自然环境的支配，主要影响因素有地形、气候、
水文、动物、植被和矿藏等因素。受秦岭、巴山
等山脉的夹击，汉中四面群山毗连、峰峦重
叠。唐代欧阳詹有诗云，“秦之坤。蜀之艮，连
高夹深，九州之险也。阴溪穷谷，万仞直下。
奔崖峭壁，千里无土。”汉中是我国森林覆盖最
为茂密的地方，绿色植被繁茂，为采木修筑栈
道、亭阁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天然条件。

“翠云廊，苍烟护，苔花荫雨湿衣裳，回柯
垂叶凉风度。”先民于古道植柏，意在植树表
道、以树护路。剑阁县古柏距今2300年。勉
县诸葛武侯祠，古柏距今1700年。洋县清凉
寺现存古柏距今800年。通过古柏时间线的
追溯，能够清晰地发现，自古以来人们对绿色
生态的保护利用，长期处于循环状态。

绿色协调，生态适宜。汉中公路部门从上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已经对路域环境实施绿化，
七十年代在绿化基础上向美化进军，创建出

“桃李争春，绿荫护夏，红叶迎秋，松竹傲雪”的
怡人景致。八十年代打造出闻名遐迩的汉中
至褒河两排长达15公里整齐挺拔的水杉守护
着公路的壮观美景。九十年代注重在平川路
段种植花草灌木，在山区路段种植经济林木，
精心打扮出汉中褒河至西乡古城108、75公里
美化路段，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三百
佳绿化单位”荣誉称号。

绿化提升，打造靓点。“人在车中坐、车在
画中游”，紧扣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扼守陕南绿色人文经济的底线和红线，巩
固山水画卷试点创建成果。按照“绿化上提
升、色彩上丰富、节点上出彩、立面上靓化”的
原则，推进美丽路绿化平台和节点打造，完成
G244线46.07公里路段环境治理及美化提升、
G108佛坪县城过境路段环境治理及绿化美
化、G108宁强至棋盘关美丽路提升、城固至汉
台城区出入口风景走廊打造，辖养路段路域环
境得到大幅提升。打造四季常青、花团锦簇的
汉中花园，绿化覆盖率达到98%，干线公路成
为推动全域旅游，助力省级园林城市建设的强
劲动脉。

古道文明与现代公路的融合发展，推动了
对历史文化、文明遗产的“价值转变”。

古栈道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设
驿。文明的发展需要向外界交流、学习，古道
的开辟是为了政权统治、军事征战、信息沟通、
商品贸易，历代王朝十分重视信息渠道的畅
通，设置专门的设施和人员进行服务，驿站、驿
道便应运而生。驿站数量的设置，以金牛道为
甚，险据“四关八驿”：分别是：阳平关、五丁关、
牢固关、棋盘关；开山驿、黄沙驿、顺政驿、青羊
驿、大安驿、金牛驿、柏林驿、黄坝驿。最具研
究价值的资料为《一统路程图记》（明代黄汴
著）、《明代驿站考》（近代杨正泰）、《陕境蜀道
图》（清代）。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如今，沿汉中境内
五条国道驱驰，历史文化的发掘和呈现令人陶
醉其中。汉中市公路局充分挖掘“两汉三国、
真美汉中”的优秀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谱系，
沿线设置交通强国、党的建设、公路文化、汉中
历史等标语112处。因地制宜利用路侧空地、
地势开阔、绿化靓点、旅游景区、车流相对密集
路段和公路道班等节点，通过建造景观亭、打
造文化墙、设置文化石等形式，呈现内涵丰富、
主题鲜明、富有特色的公路文化。“轻避重、去
避来……”《仪制令》赫然镌刻在山崖之上，形
成特色鲜明、品质浑厚的陕南公路人文大走
廊。以“巴山游击队”红色文化为建设主线，打
造G244石人山红色文化公路主题公园，开启

“干线公路+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红色文化”
的富民兴业新模式。

古道资源是交通历史的优秀遗产，古道文
韵是凝心聚力的有效途径，古道精神是弥足珍
贵的现实财富。汉中公路人将当好古道资源
的发掘者、古道文韵的守护者、古道精神的继
承者，为汉中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
居宜游的生态城市贡献公路力量。

（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

武武
““武关道武关道””又名又名““商山路商山路““，，开辟于商末周初开辟于商末周初，，原本是为了原本是为了

秦楚相互争夺的需要秦楚相互争夺的需要，，以以““武武””字名关字名关、、名路名路，，古代把起自长古代把起自长

安安，，经蓝田经蓝田、、商州商州、、河南内乡河南内乡、、邓州到湖北襄阳武汉的交通要邓州到湖北襄阳武汉的交通要

道称作武关道道称作武关道，，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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