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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尺道为古代蜀道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古蜀腹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路之

一，与牂牁道等古代西南夷地区道路相接连，成为古蜀腹地与域外的南亚、东南亚地区交流的

重要通道之一。五尺道沿线各种遗存遗迹和各类传世文献反映出，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

已经成为川—滇—黔各地间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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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的五尺道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五尺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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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地区众多古道之中，五

尺道是沟通西南夷各地最为重要的道路之一。笔

者在文中将着重以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的形成、

道路走向及道路沿线各地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为

据，分析研究五尺道在整个西南夷地区道路中的

地位和作用。

一、五尺道的形成时间

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各地间存在着

多条道路，各地间逐步形成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

贸易往来，这些沟通各地的道路可以从古代记录

西南地区的相关文献中获知。在西南夷地区众多

道路中，“五尺道”则是一条被《史记》、《汉书》、

《后汉书》等众多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一条西南

夷古道。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载：“秦时常

頞，略通五尺道。”〔1〕另《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

传》中记载：“秦时常破，略通五尺道。”〔2〕以上历

史文献均载五尺道形成相关情况。五尺道的形成

时间从以上的记载看，应该为战国末年秦时开凿，

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该条道路的一致认识。

但是，近年来各学者在对五尺道相关的研究过程

中，也对其开通形成的时间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和看法，笔者在参阅各学者对道路开通形成的时

间基础上，对这段道路的形成时间也有一点新的

认识，愿与诸位学者探讨。

五尺道的开凿时间大多数学者以《史记》、

《汉书》的相关记载所考，认为是在战国末期，这

种观点确符合历史文献之记载，但从近年来五尺

道沿线的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各种器物分析，五尺

道的形成时间很可能在更早的一个时期。上世纪

90年代，在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的发掘过程中，出

土了大批与古蜀文明相关的青铜器〔3〕。另外，在贵

州毕节的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威宁中水遗址、

威宁鸡公山遗址、威宁吴家大坪遗址等多个遗址

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其中多数的青铜器

物中都包含古蜀文明的特征，较为典型的有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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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特征的青铜柳叶型剑〔4〕。云南昭通境内和贵

州威宁县的相关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与古蜀文

明时期青铜器无论是在器型，还是在所蕴含的文

化因素上，都极为一致，其年代应该在公元前800

年左右，这正是古蜀文明辉煌发展的一个时期。值

得注意的是，在贵州境内的中水遗址、云南昭通昭

阳区洒渔营盘墓地等云贵遗址中，出土了与三星堆

文化同时期（商周中晚期）的玉器。可见，在商周时

期，古蜀与滇东北、黔西北地区间就已经存在着文

化上的交流，这些地区间的交流必将有一定的传

播途径才得以完成。而云南的昭通和贵州的威宁

等地正是处于五尺道的主干线之上，那么古蜀与

该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很可能就是借着这样

一条道路而进行的，但就其道路的形成时间看，

至迟也应该是在商周的晚期，很可能在更早的一

个时期，五尺道已经形成且成为西南夷地区与古

蜀国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

另据段渝教授对《史记》中所载的“蜀故徼”

分析研究指出，所谓的“蜀故徼”，即是西南夷诸

族经由五尺道通往蜀地的途中所设置的关隘。蜀

与西南夷早有直接商道可通，这就是“蜀故徼”。

而这个“蜀故徼”，在秦王朝“略通五尺道”以前

的商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5〕。正是有蜀与西南夷

诸族间设立的这样一些关隘，很好地保证了古蜀

国与西南夷诸族间的交流，而五尺道正是滇东、

黔西与当时的古蜀间交流最为便捷且畅通的道

路，其年代也并非为史书上所载的秦王时期所开。

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五尺道沿线的考古发

掘遗址所出土的器物，还是从文献记载有关五尺

道的情况看，五尺道形成的时间应该至迟不会晚

于商代晚期。

二、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的走向

五尺道自形成以来，就已经成为川滇黔三地

间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先秦

两汉时期，五尺道更是成为了西南夷地区间使用

最为频繁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族间频

繁的交往。笔者有幸实地对五尺道途径各地进行

了田野实地调查，因而结合古代文献及亲身走访，

分析前人有关五尺道的走向研究，为此较好的梳

理出了五尺道的具体走向情况，在下文中加以说

明。

有关五尺道的走向，诸学者都有较为明确的

认识，近人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注》中考订指出，

五尺道起自今川内宜宾，经高县、珙县、筠连，入云

南之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再入贵州之赫章、威

宁，最后过云南宣威达曲靖，全长两千多里〔6〕。段

渝教授指出五尺道走向为，从古代成都南下安南

（今四川乐山），经僰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

（今贵州威宁、云南昭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

南曲靖）〔7〕。而其他大部分学者对五尺道的走向

大致认识都较为一致，并无太多的异议。

笔者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对五尺道的走向基

本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五尺道应该北起川南

地区的宜宾境内，北与从成都出发经乐山到宜宾

的古道相接，在宜宾境内经过高县、珙县、筠连等

地，再与云南昭通水富相接，经盐津至大关到昭

通市昭阳区境内，在昭通市内向东折入贵州境内的

威宁地区，在威宁境内南下接云南宣威经宣威入

曲靖境内，这就是五尺道道路的大致走向。在入

曲靖后，可以经由曲靖通联昆明的线路与其他线

路相连接，通达境外的南亚或东南亚各地，可见五

尺道正是古蜀国与当时西南夷地区，特别是其中

的滇东和黔西交流的必经通道，也是古蜀国与西

南地区乃至境外沟通的重要通道之一。

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在四川境内的道路主

要集中在川南的宜宾，《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

关五尺道的记述为：“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

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

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

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据书中索隐谓栈道广

五尺。正义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隘

阸，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另对僰之正

义为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8〕。从以上文

献记载集释可知僰临大江，其为古僰国，据考应

为今四川宜宾境内，而现在宜宾境内还有众多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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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悬棺存在于江河两岸，且有古道存留于宜宾高

县、筠连等地。在宜宾境内现存有赵月古道、高县

境内的石门古道、筠连—巡司段古道等古代道路

存留，这些道路因长期使用几经损坏并被多次重

修，但其道路现今仍有部分存留，在古道部分石板

上仍清晰可见马匹长期踩踏而形成的马蹄印。宜

宾境内古道从宜宾北部出发，南下经高县、珙县可

达筠连并与云南昭通水富县或盐津县相互接连，

而这也正是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在川滇两交接处

的基本走向，正是故称宜宾境内的“僰道”①。宜

宾境内的五尺道为古代巴蜀所辖范围，因此相关

文献有载秦略通五尺道。而这段古道在先秦两汉

时期被不断修葺，反映出中央王朝希望通过该段

道路加强对西南夷地区各部族的控制。

五尺道从四川宜宾南下接连云南境内的盐

津和水富交界之地，因此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众多

先秦两汉时期所留下的遗址，其中以云南昭通水

富县张滩土坑墓的战国到汉代遗址为代表。在该

土坑墓中发掘出众多随葬品，其中的青铜器制品

尤为突出，在M1中的随葬品中有出土青铜柳叶型

剑，M5中的随葬品中有2枚巴蜀图语〔9〕。可见，在

这一时期，古代巴蜀先民已经抵达该地区，水富县

也正是五尺道主线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可以

充分证明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已经存在。云南

境内五尺道从水富可抵盐津县，在盐津县境内的

豆沙关附近仍然保留有较为完整的五尺道古道一

段，古道上有一关隘称“石门关”。在古道旁有唐

袁滋摩刻，内容为唐贞元十年（794年）出使云南所

刻。时代虽为唐代，但题刻相关文字记录可以知道

这段古道开凿已久，正是先秦两汉乃至后世蜀地

通往云南的主要通道之一，这也正是五尺道豆沙

关一段。五尺道昭通段一线经盐津境内进入昭通

市昭阳区，这在之前记述关于昭阳区洒渔营盘墓

地群发掘情况可知，古蜀文明在先秦时期已经影

响这里，可见当时五尺道已经存在并较为顺畅，以

保证古蜀与云南昭通等地的交流。

五尺道在昭通境内折向东进入贵州境内的威

宁县，在威宁县有部分古道遗存，如黑石头古道、

威宁二塘乡境内古道等，这些古道正是从威宁境

内南下入云南宣威的道路，其道路虽为残缺一段，

但就其走向完全符合五尺道在贵州境内的走向。

除威宁境内现存少量古道外，在古道沿线也有各

种从商周至汉代各种考古遗址被发掘出来，如威

宁红营盘东周墓地、威宁中水遗、鸡公山遗址、威

宁吴家大坪遗址等多个遗址，这些遗址均位于我

们所考察的五尺道主线周边，在这些遗址中均发

现大量古蜀文明特征的器物，反映出当时古蜀文

化已经涉及于此。笔者认为五尺道在先秦两汉时

期已经存在且进入贵州威宁接连云南昭通、曲靖

等地，这也正符合道路的基本走向。虽五尺道在

贵州境内道路较短，但这段道路却可以与其他贵

州境内道路相接连，如牂牁道等古道，可见古蜀文

明与较晚时期的夜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交流与

文化间的相互影响。

五尺道在贵州威宁南下折入云南的宣威，在

云南宣威可渡现存一段古道，这段古道与贵州威

宁二塘乡古道相接连，这较好的反映出五尺道经

由贵州进入云南宣威的道路走向。经实地考察可

见，云南宣威可渡古道向南与云南曲靖境内松林

古道相接连，再向南进入云南曲靖沾益县九龙山，

并与九龙山古道相接连。沾益境内的古道保存较

为完整，全长约3公里，这段古道因处在九龙山

上，故命名为九龙山古道，是五尺道进入云南曲靖

城必经之道。将云南曲靖境内各段古道走向进行

分析研究，笔者认为五尺道在云南曲靖境内走向

是极为清晰的，正是从贵州威宁入云南宣威可渡

再南下接曲靖境内的松林再经九龙山入曲靖城，

这正可以将宣威可渡古驿道、曲靖松林古道和沾

益县九龙山古驿道串连起来，此段道路即是云南

曲靖境内的五尺道。

①  僰道包括宜宾高县境内的石门古道、筠连县巡司古道以及赵月古道等，五尺道四川境内道路也正是“僰道”，可以说明五

尺道经由四川宜宾进入云南水富和盐津县道路是完全符合相关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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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五尺道整段道路经由川滇黔三省，基

本沿川南、滇东北、黔西北三省的交界处而建，道

路同时可以与北端其他各段道路相接通达蜀国腹

地，也可在贵州境内向东与牂牁道相通进入夜郎

腹地并通达华南两广之地，南端可以经曲靖入昆

明与大理等古道相接连，能通达南亚、东南亚等

地。

三、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的地位和作用

先秦时期五尺道就已经初通，秦为进一步加

强对西南夷地区控制，注重对五尺道的开凿，确

保道路通畅。秦灭汉兴后，汉代统治者希望加强

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深知五尺道的作用，加强对

五尺道的管理。五尺道作为西南各民族间一条重

要的通道，也帮助该地区各民族居民的交往，有利

于各种西南地区文化（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

夜郎文化）的相互交融与发展，同时也促进地区间

的经济发展。笔者试对五尺道在先秦两汉时期促

进西南夷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在西南各地同时

期道路中所处地位加以论述，揭示五尺道的地位

和作用。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五尺道的记

述：“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

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

蜀殷富。”〔10〕司马迁书中所载这段内容指出，秦

时在五尺道沿线置吏，这说明中央王朝借此以加

强五尺道的管理，也是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进一

步控制。正如童恩正先生根据这段文字的推测：

既然秦在此置吏，当然就应当有商业往来〔11〕。童

恩正先生的认识完全合乎情理，其实早在先秦

时期，西南夷地区已经通过五尺道开展广泛的贸

易。在汉代以后，五尺道成为蜀沟通西南夷地区

商贸往来的最为主要的通道，据《汉书·西南夷两

粤朝鲜传》中所载：“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

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禹城下。’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

夜郎。”〔12〕从文中记载“蜀贾人窃出市夜郎”可以

知道，当时这种边贸间的活动主要以民间走私的

性质存在，这种规模必定不一定很大，但是，可以

充分说明蜀与西南夷及周边地区已经有着贸易往

来。而蜀物枸酱流传于两广之地，是经由五尺道、

牂牁道，即蜀中心腹地成都经乐山、宜宾、云南昭

通入贵州威宁通夜郎腹地再转运两广之地。

如前文中所述，司马迁《史记》中有载“僰

僮”，其“僰”应指僰人，居于当时川南宜宾及云

南昭通等地。而“僰僮”则与牛、马等同视之，成

为巴蜀商贾的商品进行买卖。另《华阳国志·蜀

志》中僰道县条中有载：“本有僰人，故<秦纪>言

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13〕书中所指“僰

童”也即《史记》中所说“僰僮”。僰道在今四川

宜宾，正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张守节《正

义》所指：“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司

马贞《索隐》指：“服虔云‘旧京师有僰婢。’”从

上文可知，“僰僮”在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指僰人

奴隶，而很可能是指的西南夷地区各族奴隶的泛

称。虽“僰僮”为西南夷奴隶泛称，但以僰为名，

说明当时僰人在汉代或汉代以前很可能成为京师

奴婢。而“僰僮”入京师的路线很可能就是从僰道

县（今四川宜宾）的僰道而入中原，那么僰道即为

五尺道宜宾境内一段，可见五尺道在各西南夷民

族相互联系和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控制中起到

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尺道沿线为西南夷各族所集中生活的地

区，在这里生活着众多西南夷各部族，而据先秦

两汉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西南夷居民多椎髻

赤膊跣足。在近年来四川地区发掘的秦汉墓葬

中，多有类似造型画像砖出土，如四川新都出土的

“酿酒”画像砖，就有椎髻赤足推独轮车者的形

象。另在成都市郊出土的“弋射牧获”画像砖上，

持镰劳作者也是椎髻之民〔14〕。除画像砖外，在四

川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陶俑，也有西南夷椎髻赤膊

跣足的奴隶形象〔15〕。这些出土于秦汉墓葬中的画

像砖和陶俑都反映出，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有众多

西南夷奴隶在此从事各种劳务之事，而这些在巴

蜀地区劳作的奴隶中，肯定有来自于五尺道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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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西南夷部族之民，他们进入巴蜀之地必通过五

尺道而来。笔者认为五尺道在这一时期对加强西

南夷地区各部族间的往来，对加强西南地区与巴

蜀地区间的民族交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

帮助了西南夷各部族在农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

发展。

五尺道作为巴蜀地区沟通西南夷地区的重要

交通贸易线，在先秦两汉时期乃至之后各朝各代

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尺道从先秦开始，其道路

的性质及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正如段渝教授在

其有关五尺道相关文章中对该道路性质分析所指

出：“在先秦时期，古蜀王国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

控制，则开通五尺道，利用五尺道加强与西南夷

诸族间的交通贸易，且在五尺道沿线设置关卡收

取关税，这可以说明，先秦五尺道是古蜀王国时期

的官道。”〔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尺道应形成于先秦

时期，在秦汉时期进一步的被开发利用，乃至后

世沿用数千年。五尺道在不断的开发利用之时，

其性质也从单一官道之用逐步变为官商共用的性

质。随着五尺道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它也成为巴蜀

地区和中原地区沟通西南夷最为重要的交通线之

一，对繁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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