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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陝之間橫亘着一座秦嶺，古人在懸
崖峭壁上修建木棧道，造就了聞名於

世的「金牛古道」。翠雲廊隨着金牛古道衍
生出來，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培育與呵護，
才形成了「三百長程十萬樹」的奇觀。

蟠根虯結 風姿各異
從成都出發，經成渝環線、京昆高速，

不到4小時車程便來到廣元劍閣，劍門七十
二峰直刺雲天，參天古柏莽莽蒼蒼，勾勒出
了古樸雄壯的蜀道風貌。從劍閣縣城出發，
行駛在一段盤山公路上，道旁不時有高大的
古柏一晃而過。約半小時車程便來到目的
地，由張愛萍將軍題寫的「翠雲廊」三個大
字端莊秀麗，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格外醒
目。
順着一條林蔭小道向山梁上行進，大約

10餘分鐘便來到「張飛植樹」廣場，沿着
一條石板路往裏走，密集的古柏形態萬千，
風姿各異，翠碧連雲。有以長勢命名的「鴛
鴦樹」、「姊妹樹」、「羅漢樹」、「觀音
樹」，有以粗壯命名的「狀元柏」、「帥大
柏」、「壽星樹」，還有以史典命名的「阿
斗柏」、「望鄉柏」、「石牛樹」等，真是
「千姿萬態羞雷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劍閣
柏」，高27米、胸徑3.17米、冠幅8米，
樹齡2300年。「樹幹似松、枝葉似柏，果
實大於柏果、小於松果，既像松又似柏。」
四川省廣元市劍閣縣林業局工作人員介紹，
全球僅此一株，被譽為「國之珍寶」。

1978年9月，著名樹木分類學家趙良能首次
在劍閣發現這一柏木新種，《植物分類學
報》1980年第2期正式定名「劍閣柏」。
「劍門路，崎嶇凹凸石頭路。兩行古柏
植何人？三百里程十萬樹。翠雲廊，蒼煙
護……」清康熙三年（1664），劍州知州
喬缽賦詩，從此讓這片古柏林擁有了「翠雲
廊」這個很有詩意的名字。「蟠根驚竄蟒，
弱乾識棲鳳」、「老柏參天合，人行翠幄
中」、「翠雲墜蹬道，尤愛柏參天」……
數千年來，無數文人墨客在此吟詩作畫，讓
翠雲廊享譽四方。

一株古柏 一部史書
走進「張飛植樹」廣場，只見一座高大
的張飛石雕矗立在廣場上。他左腿直立，
右腿斜跨，手持長劍，雙目平視前方，張
開大大的嘴巴，好似在吆喝正在植樹的士
兵。相傳，張飛擔任巴西（閬中）太守
時，軍情政務羽書出川頻繁，往往因劍門
山勢險峻、道路崎嶇而耽誤。於是，張飛
命令士兵自閬中至昭化鑿石開山，將羊腸
小道擴建成一丈多寬的石板大道，並在兩
旁栽植柏樹。這條柏道不僅利於行軍，還
方便了商賈和百姓出行。當地老百姓為紀
念他，不僅勒石塑像，還將這片柏林命名
為「張飛柏」。
路旁，一株古柏的「斷臂」刺向空中，

苔蘚肆無忌憚地在其肌體上野蠻生長，給
人一種滄桑、悲涼之感。「這棵樹名叫
『阿斗柏』，民間還流傳一段有趣的故

事。」廣元市劍閣縣林業局前述工作人員
介紹。後來，當地人將這裏遮天蔽日的巨
型柏樹，稱之為「帥大柏」，歷經數千年
風霜雨雪和閃電雷擊，許多古柏看上去已
是遍體鱗傷，好似在向人們述說它那不平
凡的過往。

七次植樹 福澤綿延
「歷史上，翠雲廊曾有7次大規模的植樹

活動，時間跨度長達2000餘年。」四川省
廣元市劍閣縣宣傳部王光明介紹，隨着古蜀
道的開拓和驛道整修，路旁大量人工栽植的
行道樹和自然生長的柏樹，逐漸形成數百里
的林蔭大道。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下令以咸
陽為中心，修築通達全國的馳道，在道兩旁
種上成排的松柏，以顯示天子的威儀。「據

林業專家考證，翠雲廊沿線胸徑2米以上、
樹齡兩千多年的古柏，應為秦朝所植。」前
述劍閣縣林業局工作人員說，這是迄今最早
的植樹紀錄，因此這段古蜀道又被稱為「皇
柏大道」。
第二次大規模植樹的是蜀中名將張飛，
胸徑1.8米以上的古柏被稱為「張飛柏」。
相傳，張飛任巴西（今閬中縣）太守時，為
滿足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令士兵及百姓沿
驛道種樹。如今，當地還流傳着張飛「上午
栽樹，下午乘涼」的傳說。第三次在東晉時
期，因道教興起，人們大量栽植「風脈」
樹。第四次是北周時期，古人為計算里程，
曾在道旁每隔一里路便種樹一株樹。第五次
在唐代，楊貴妃喜歡吃川南荔枝，玄宗皇帝
便命人在沿途種植柏樹，以保持荔枝的鮮

味。第六次在北宋，宋仁宗詔令：自鳳州
（陝西鳳縣）至利州（四川廣元），經劍門
關直入益州（成都）官道兩旁，大量栽種柏
樹。第七次在明朝，劍閣知州李璧對南至閬
中、西至梓潼、北至昭化的官道進行整治，
並補植了大量柏樹。
同治《劍州志》所載喬缽《翠雲廊》詩
序云：「明正德時知州李璧，以石砌路，兩
旁植柏數十萬，今昔合抱，如蒼龍蜿蜒，夏
不見日。」由此可見，在明清時期，翠雲廊
便形成了相當規模。「其實，以上七次植樹
只是歷史上規模較大、影響深遠的植樹活
動，劍門蜀道上差不多每個朝代均有植
樹。」王光明說，如今，翠雲廊已成為一張
亮麗的文旅名片，真正體現了「前人栽樹，
後人乘涼」。

三百長程十萬樹 陸上交通活化石

「不吃劍門豆腐，枉遊劍門雄關。」王光
明說，這是不少遊客遊覽劍門關後，在網上的
留言。中午時分，記者一行來到位於劍閣縣城的帥
府大酒樓，品嘗了一次地道的劍門豆腐宴。劍門豆
花、夾心豆腐、「千絲萬縷」，外加一道涼拌野菜和一
份乾燒排骨，王光明熟練地點好菜。趁着上菜的間隙，記
者翻開菜譜仔細數了一遍，僅豆腐便有68道菜。
「劍門豆腐是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有炒、炸、燒、
燉、蒸、煎、拌等多種工藝，開發出的菜品400餘道。」
王光明介紹，在縣城下寺鎮和劍門關鎮，常年營業的豆腐
店有250多家。不一會兒，劍門豆花上桌，只見雪白細嫩
的豆花上漂着一層紅油，再上面是花生、折耳根、泡豇豆
等佐料，最上面則是一層香酥散子，用勺子將佐料與豆花
拌勻，輕輕送入口中，酥脆滑嫩唇齒留香。夾心豆腐外焦
裏嫩，千絲萬縷滿口飄香……「劍門豆腐顏色雪白、似玉
無瑕，質地細嫩、入口即化，隨意配料、皆成佳餚。」

四川「翠雲廊」古柏穿嶺享譽四方

近年，筆者發現香港有不少小朋友學習
溜冰，不少溜冰場都有導師在教授小朋友
溜冰，而太古城中心冰上皇宮更將與大家
延續美好溜冰時光，以嶄新面貌與大家碰
面，結合科技及便捷周邊設施，由進場、
儲物以至冰上體驗均數碼化，為顧客帶來
升級溜冰體驗。同時，商場首度舉辦40周
年回顧展覽，把多年來溜冰場上的歷史變
化、光榮時刻、重要活動以及有趣點滴，
一併與大眾分享，亦在場內設置特色打卡
位及冰場小故事分享，全方位了解冰上皇宮今昔，延續
快樂美好的光景，溜出嶄新驚喜。
當中，「Skatecation」限定人氣手作工作坊溜冰套票
亦正式登場，一票玩盡兩種不同體驗，享受愜意溜冰樂
之餘，更可參與手作工作坊，製作專屬你的人氣手作，
如3D花擴香石、水泥杯墊、LED燈牌等文青活動。而
且，冰壺在國際體壇盛事上為人熟悉，
更被喻為「冰上國際象棋」，考驗智
慧和體能！今次，商場特意推出
「冰壺入門體驗」，給予參加者初
試入門級冰上運動的機會，大人可
以與朋友鬥智鬥力，小朋友亦可與
家長體驗不一樣的冰上天倫。

◆採、攝︰雨文

冰上皇宮「Skatecation」溜出嶄新驚喜

吃劍門豆腐
品三國文化

◆劍門豆花

◆夾心豆腐

在四川廣元和綿陽之間的古蜀道上，

有一片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號稱

「三百長程十萬樹」，現存2萬餘株、

最高樹齡達2,300年。清代詩人喬缽的

詩中稱其為「翠雲廊」，是迄今為止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道路交通系

統，被譽為「世界第一古道」、「陸上交通活化石」，堪與「羅馬古道」

媲美。據悉，廣義的翠雲廊，以劍閣為中心西至梓潼、北到昭化、南下閬

中，2萬餘株古柏有規律地分布在344里的驛道兩旁；狹義的翠雲廊是指

北距劍門關7公里的大柏樹灣，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劍門蜀道的核心

景區之一，科學家稱古柏為「森林化石」，文物專家視其為「蜀道靈

魂」、「國之珍寶」，文人墨客比之為「綠色長城」。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四川廣元報道

◆古柏林蟠根虯結、風姿各異

◆雄偉壯觀的劍門關

▲ 高 高 矗 立 的

「 劍 閣 柏 」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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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萍將軍題寫的「翠雲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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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飛植樹」雕像

▼劍閣柏果實

◆冰壺入門體驗

◆冰上皇宮
40周年回顧
展覽

◆數碼化設施

趣遊
香港

◆限定人氣手作工作坊，
圖為3D花擴香石。

交通：廣元盤龍機場離景
區非常近，寶成鐵
路在廣元西設站，
G5京昆高速直達劍
閣。

食宿：民宿100元（人民
幣，下同）至300
元，溫泉酒店300
至 800元，還可免
費泡溫泉。豆腐宴
是當地特色美食，
山珍品種多，價格
適中。

出行：徒步里程長，穿登
山鞋，老人帶柺
杖，準備風油精等
預防蚊蟲叮咬；秋
冬晝夜溫差大，帶
薄羽絨服，遮陽
帽。

周邊：廣元是女皇武則天
故里，鄰近的光霧
山由十月開始進入
紅葉季。

旅遊小貼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