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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遗韵——灌县古城的如烟往事》

内容概要

《古城遗韵》是描写一座叫作灌县古城历史与生活的图书。
因水利工程都江堰而得名的都江堰市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古蜀族活动地区，与古蜀国的建立和发展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芒城遗址的出土将古蜀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2200多年前，都江堰地区
正式设置行政区，名为湔氐道，后来，多次更名。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始设灌县。沿用时
间长达600多年，1988年，灌县撤县建都江堰市，沿袭至今。
长期以来，灌县古城是省城至阿坝州的咽喉要地，茶马古道的起点，是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旅驿
站，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历史文化极其厚重。史料记载，清代至民国时期，阿坝州等地出产的山货、
药材主要在此销售，虫草、贝母、鹿茸、麝香等销量巨大；本地特产的川芎、泽泻也在县城行销。由
阿坝州等地采挖和收购山货到灌县销售的“山客”达105家；外地来灌县贩运山货药材等经水路或陆路
出川的“水客”在灌县城设庄者60余家；山、水两客山货药材交易“行栈”40余家。灌县是茶叶产销
大县，历史上灌县茶叶年产量曾达158万斤，占全国产量的1/30。灌县还是成都市木材供货的重要来源
，民国初期有木材商70—80家，由美国传教士谢安道出资的成都市第一家合资企业森茂伐木公司也于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在灌县成立。由于灌县各种经贸业发达，带动餐馆、旅店、茶肆、酒楼、布
庄、钱庄等业随之兴隆，古城内外店铺林立、繁荣兴旺、商贾往来、不绝于斯，素有“小成都”之称
。
不料，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作为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都江堰市遭受了
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灌县古城，蒙受巨难。灾情发生后，都江堰市按照灾后重建工作的总体要求，
结合灌县古城实际，突出古城风貌特色，以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宗旨和修旧如旧的原则，以整修古
城风貌，展示古城历史文化，彰显历史文化名城魅力为目标。在重建中植入明清时期川西建筑元素，
复原东门城楼、历史桥梁、历史街巷。灾后三年，古堰重生，曾经老树吐新绿，昔日古城绽新颜，街
巷之间隐然有古风古意，风物之间飘然有古雅古韵，楼阁之间灿然有古色古香。震灾虽巨，然古城犹
在，都江堰市历史之河得以不枯，文化之脉得以不绝，城市之根得以不断。
本书力邀长期生活在灌县古城，熟悉本地历史的作家和学者马及时、王克明、王国平、曾先佑、何一
西、施廷俊、蒋永志、卞再彬、江明义、李崎等对灌县古城的主要街道和景点进行了诗意的描述和追
忆。幸福路的山药店与凌云旅社，杨柳河的吊脚楼和赵卖面，井福街的担水人和井福餐厅，南街的豆
花和清真寺，瑞莲街的莲花和发电厂，五桂桥街的三分半和冷串串，北街的考棚和书声，顺城街的皂
角树和寿客亭、西街的城墙和老房子⋯⋯每条街的历史渊源、街名由来、特色餐饮、住街名人和如烟
往事都能在本书中找到，难怪有一个老灌县人很激动：“这本书，比当年在华光寺茶馆里说评书‘贺
瞎子’还掸得伸抖。”
同时，该书编者耗费大量时间，寻找到了关于灌县古城的大量老照片，摄影者包括1898年来灌的英国
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1905年来灌的日本学者山川早水、1909年来灌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1910
年来灌的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1911年来灌的美国教授路得·那爱德、1917年来灌的美国学
者费贾德、甘博， 1934年来灌的摄影家庄学本、薛子江及本地摄影家何一西、江明义等提供的大量老
照片更让本书的生命增加了巨大魅力。
本书由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尼玛泽仁先生题写书名，著名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先生撰
写序言。
翻开《古城遗韵》，你就打开了一座灌县古城的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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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都没了 或被改造坏了 何来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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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灌县古城入画来《古城遗韵——灌县古城的如烟往事》序一刘俊林　　　此时，捧在你手里这册
《古城遗韵》是关于一座曾经叫做灌县的城市的记忆，关于一段往事的回眸，关于一条河流的溯源。
　　　早在4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沿着岷江河谷，逐水而居，繁衍生息，在都江堰地区这片生长
激情和梦想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位于青城山镇的芒城遗址至今仍是古蜀文明的地标
之一。“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古蜀五王，皆率领蜀人长期在都江堰地区活动，连最为辉煌的
鱼凫最后都“田于湔山”，蚕丛古柏、柏灌台等众多古迹至今仍在述说那段沧桑历史。　　　爰及公
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率众修建了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遂成水旱从人的
天府之国，从此，一座叫做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开始灌溉着广袤的川西大地。因为都江堰需要每年修缮
，于是在工程建成不久，即在称为灌口的渠首设置“湔氐道”兼管水利工程，体制与县相当，现在的
古城区即是当时湔氐羌民族县——湔氐道的治所。灌县古城作为县治的历史由此开始，两千多年的历
史风雨和沧桑变迁在这里发生。　　　世纪更迭，岁月往复。唐宋以远，灌县无城，缘山傍水，巨木
为栅。宋植杨柳，以为界线。明弘治中，知县胡光砌石成墙，高一丈六尺，周八里，计一千四百四十
丈，设宣化、导江、宣威、镇江四门，奠定县城格局⋯⋯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目送秦水，夕
照汉关，春沐唐风，秋浴宋雨，暮迎明月，朝送清风，度过了无数个幸福、安逸、富足、闲适的日子
。　　　直至1949年灌县解放，灌县古城格局依然，勤劳智慧的古堰儿女在这里迎来了崭新时代。六
十年来，都江堰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灌县古城重新焕发新颜。不期2008年5月12日，蜀中巨震；
天崩地裂，山河色变。不幸万幸，伟哉古堰；重创之下，秦水长流。大爱无疆，感动古堰；大难砺志
，坚强古堰；大勇无前，奋发古堰；大美无言，崭新古堰。伟大祖国，多难兴邦；千年古堰，愈挫愈
强。劫波度过山河壮，大爱换来天地春。尤其悠悠古城，历史足音；鸠工缮葺，焕然一新，成灾后重
建之激越华章，古城重建工作任重而道远，循原址，沿旧制，三泊洞、水利府、红塔子、西街、文庙
、幸福路、杨柳河、大观街、文庙、南桥、奎光塔、书院街、顺城街⋯⋯昔日诸景，一一重现；春风
扑面，古意盎然，山河依然美如画，古城风光逐日新！　　　今天的古城区已经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
幅传统与时尚同歌、历史与现代共舞、古典与先锋合璧的川西古城画卷。　　　当你漫步灌县古城时
，你能你会从那些悠悠转动的水车，墙壁上挂着的簸箕、墙脚残缺的石柱、屋顶随风飘摇的蛛网、古
道上的蹄印，小径上的青苔、房檐下的燕巢，斑驳的古墙壁、漆黑的屋梁、潺潺流动的水景、啁啾的
鸟鸣、溢着芬芳的茶盏，坐在夕阳下抽着叶子烟的老人眼神中抚摸到一座古城的心跳，感受到一座古
城的脉动，聆听到一座古城渐行渐远的足音。　　　是为序
2、满目排挞送青来《古城遗韵——灌县古城的如烟往事》序二袁庭栋　　　　　　第一次来到灌县
古城是1959年，是随川大文工团来灌县演出。虽然是在玉垒山下老灌中的教室中睡地铺，但是体验了
无蚊子叮咬的奇迹，走过了都江堰古意盎然的竹索桥，品尝了垂涎已久的天师洞的老白果炖鸡和道家
泡菜。对于为什么没有蚊子这一问题，我们争论了很久而无答案；细竹签刺破了女同学的手心而让竹
索染红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至于那四季常脆不酸而清香的资格正宗的道家泡菜，则是此生再也未曾
享受过第二次。　　　此后，我多次来过这里。由于双亲晚年时从老家迁居到这里我妹妹家中，我更
是经常来此为二老尽孝、问病，直至入殓、下葬，以后又每年到青城后山扫墓（我的岳父岳母也葬在
这里）。所以，我成年之后来灌县古城的次数要大大高于我的出生之地绵竹，我一直把这里看作我的
第二故乡。　　　千百年来，描绘吟韵灌县古城与今天都江堰市的诗文可谓车载斗量，佳作无数。愚
意以为，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赞誉自然风光之水秀山清、美景如画；二是惊叹水利工程之巧夺
天工、造福百代；三是夸奖父老乡亲之民风淳厚、古道热肠。这三个方面，其实是三个层次：第一是
观其外形，仅在自然之表；第二是考其创造，重视奉献之功；第三是察其人心，进至精神世界。　　
　近年来，都江堰市的乡土作家与学者出于爱家乡更爱中华的片片深情，撰写或编纂了一部又一部描
述和考订都江堰与都江堰市历史文化的优秀作品，眼前的这一部《古城遗韵》是其最新的一种。它不
仅内涵丰富，包涵了上述的三种层次，更重要的是“新”。这种“新”又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新完
成的作品，即时间之新；二是指新的编写手法，即创意之新；三是指新的资料（不仅是文字，我还特
别重视其中的一些图片），即资料之新。　　　关于此书编写手法的创意之新，我想多说几句。　　
　大凡是描述一个城镇的历史文化，一般都是两种写法：一是按年代进行从古到今的线条式的叙述，
二是按景点进行从东到西的平面式的介绍。此书却是别开新面，是在一个总的概述之下，按灌县古城
的一条条重要街道、一个个重要的古建筑来进行描绘。这种编写手法的优点是将灌县古城的众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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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人物都放在了它的原生地，即先放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上“落地生根”，再让它们在这个舞台上
“开花结果”。因为一个古城中所出生的所有的历史人物、所发生的所有的历史事件，必然是要在出
生或发生在一条条街巷或一处处历史建筑之中。这样的描述，就会让读者更加有亲临其境的真实感与
鲜活感，特别是对于本地出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具有贴近自己的亲近感。这样的书，既能够成为
对本地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的好教材，同时也是对外地旅游者介绍乡土文化的好读物。再加之，本书
文图并茂、古今交融，设计疏朗，印制精美，我相信，它必将在都江堰市的文化建设与旅游发展中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展读此书的样稿时，不禁想起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名句：“一水护
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书中对一条条街道和一处处历史建筑的描述就有如排列着的观察灌县
古城的一个个窗户，而当我们兴趣盎然地打开这一个个窗户之时，就会有一股股既古朴又清新的满目
青翠迎面扑来。所以，我盼望着都江堰市的朋友们能有更多更好地类似的作品问世，给我们送来更多
更好的满目青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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