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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凿孔安梁，建成半壁架空栈道。当年参与

修路的人民，仅靠双手和锤、锄、耙等简单

工具，开辟了这条开发边疆、巩固国家统一

政权的道路。

  繁华的“西南丝绸之路”

“只有在这里，石头能看见时间的深度，

并且能听见永远无法听见的、永恒的回声！”

这是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游历豆沙关时，

对五尺道的感慨与赞叹。两千多年前，一批

批官商旅客从巴蜀南下，经僰道、朱提到达

滇池，穿行大理、保山、腾冲、盈江抵达缅

甸八莫，从该地分水陆两途，通往印度、中

亚和欧洲。

清乾隆时期，五尺道沿途商贸繁荣、商

贾云集。鼎盛时期，每天过往的马帮马匹

多达千余匹。据《盐津县志》记载，清光

绪年间，这条繁华的五尺道开始设关收税，

石门关附近至今还保留有当时被用作收税

卡口的两根门柱和一个门栓凹槽，类似今

天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当时，五尺道的年关

税收入占云南关税收入的 1/3 以上。

在豆沙关五尺道，石板上一个个似圆非

圆的坑洞，正是马匹驮着重物经年累月留下

的马蹄印迹。“到 20 世纪后，五尺道又被

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年近 50 岁的豆

沙镇文化站工作人员侯林，长年行走于古道、

研读其历史，被赞为豆沙关五尺道“活字典”。

在侯林看来，五尺道上的每道岩壁、每块石

头，仿佛都在诉说历史沧桑。据侯林介绍，

时至今日，石门关仍保存着长约 350 米、宽

1.7 米的五尺道，是迄今为止秦五尺道上保

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迹最多（243 个）

的古驿道。

  促进文化经济交流

白驹过隙，岁月留痕。如今，秦五

尺道、关河水道、老昆水公路、水麻高

速 公 路 和 内 昆 铁 路 在 豆 沙 镇“ 狭 路 相

逢”，形成了古今五道交通线束集并行

的奇特景观，也让豆沙镇成为了滇川跨

境旅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五尺道，路宽五尺，仅能通过一

辆马车。虽然路窄，但在联系中原王朝

和西南地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云

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

与历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白

兴发认为，五尺道的开辟，扩大了中国

的疆域领土，促进了国家大一统的形成。

西南地区地势复杂、地形多样，原本与

中原王朝阻隔重重，随着五尺道的开辟，

有效促进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文化

和经济交流。

白兴发表示，西南地区地处边疆，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五尺道的开辟，带

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对开发边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

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五尺道承载

着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

往来，让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畅

销海外，并从上述国家采购回商品，进

一步繁荣亚洲各国经济。

作为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五尺

道打破了西南地区的长期封闭状态，让

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实现贸易畅通、文

化 互 通、 民 心 相 通。 多 元 文 化 瑰 宝 在

此 交 汇 融 合， 有 力 促 进 各 民 族 交 往 交

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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