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成渝古道文化资源，“活化”珍贵文化遗产 
成渝古道是唐宋以来巴蜀最重要的驿道之一，也是蜀道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条古道“北接秦陇，南通滇海，西驰叙马，东达荆襄”（康熙

《隆昌县志》）。对历史上的巴蜀乃至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产生

了重大影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关于蜀道保护利用的部署要

求，2024 年 1 月 24 日至 26 日，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工程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心等川渝 6 家学术团

体联合发起了“川渝古道文化资源（隆昌站）考察活动”。来自北京、重

庆、广东、四川等地专家学者 30 余人参加考察活动。该活动旨在对川渝古

道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学术考察的基础上，在推进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中，

聚力聚焦成渝古道文化资源，让珍贵文化遗产活起来，为成渝古道文化旅

游带建设提供学术支撑。  

考察组先后考察了隆昌南关古牌坊群、胡家坝抗战遗址、云顶古寨、

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等文化遗产资源，并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与

文化内涵挖掘提出了相关建议。  

 
考察隆昌石牌坊群  

 

考察隆昌云顶寨 

在接下来的学术交流会上，与会学者就古道文化的开发与利用进行了

深入交流。四川社科院杰出研究员、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



发表了《隆昌云顶山战略资源价值意蕴剖析》的主题发言。陈世松指出研

究和利用古道文化，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两个结合”的思想精神为

指引，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史，是实现“第二个结合”

的思想基础。必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资源价值寻找出来、提炼

出来，以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座谈会现场 

隆昌市作为成渝之心、成渝古道核心区，以云顶山为代表的文化遗产

是成渝古道上首屈“战略资源”，要全面系统挖掘战略资源背后文化意蕴，

将古道、民居和山寨等物质形态载体，通过人与人的精神文化一起才能将

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今天必须更加注重隆昌古道文化精神价值层面

的挖掘与提炼，探索隆昌古道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极强的耦合性，使

之有效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富强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

魂的思想力量，服务于成渝双层经济圈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让厚

重的隆昌古道文化焕发出崭新的时代光彩，谱写中华文明新的时代华章。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重庆文物保护志愿者总干事吴元兵，重庆

市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江师范学院教授曾超，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

徐平，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赵晓东、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苏东来、北京大学博士李思成、中山大学博士郭广辉、泸州移民文化研究

会副会长陈伟平、宜宾市史志学会秘书长温涛及隆昌市委宣传部、政协文

史委、党史方志办公室、文保中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纷纷围绕古道文化资

源（隆昌）研究阐释、保护运用、传承弘扬等方面发表了具有建设性的学

术意见和建议。本次考察活动不但聚焦于古道本体，而且对古道沿线的历

史文化资源特别重视，力图在古道研究上，拓宽广度，推进深度，立足于

学术前沿，关联发展需求，从多元视角挖掘古道文化资源体系的文化价值

与现实价值。重庆工程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

岳精柱做了总结发言，提出要深挖牌坊的内涵，特别是其德政牌坊的内涵

和价值，云顶山寨传统乡村文化，古驿道的故事，综合运用新媒体的优势，

重点打造牌坊德政、云顶山寨乡村游和古驿道游的品牌，联合附近区县，

抱团组合发展旅游。  



 

 

参观隆昌气矿遗址 

 
参观古牌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