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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广填四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大规模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
在巴蜀及周边地区的“移民通道”上，汇集了大量精美的会馆建筑。
这些会馆在继承各省“移出地”的“本原文化”的同时，又与巴蜀“移入地”的“
本土文化”
相融合，并以“外来文化”的身份深刻影响了相对封闭的巴蜀本土营造技术，具有技术交流、文化融
合的“标本”性特征。
同时，这些会馆大多主导移民场镇的空间格局，成为移民社会的“精神中心”，它的建设与这些聚落
的生长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这本《湖广填四川移民通道上的会馆研究》由赵逵著，以“移民通道”
新视角系统考察巴蜀会馆建筑，以大量实拍照片及翔实测绘资料，对同乡会馆与原乡建筑、各省会馆
与本土建筑进行系统比较，以此探寻会馆建筑的演变规律，揭示古代封闭区域内技术交流和文化融合
的内在动因，从内容与方法上丰富对“地域性、专题性”传统建筑的研究。

《湖广填四川移民通道上的会馆研究》适合相关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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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抵达叙永，主要是通过陆路，从普安、水城、毕节到达叙永。
这条由普安至纳溪的通道即称为永宁道。
纳溪至叙永的这段水路河流狭窄。
据明朝杨升庵《咏永宁河》诗云：“永宁三百六十滩，顺流劈箭上流难。
　　（2）合茅道：这条水路主要是从贵州茅台出发，顺赤水河，经兴隆滩、二郎滩、猿猴、赤水县
最后抵达四川合江。
茅台镇既是移民入川水路的起点也是陆路的终点。
从贵阳方向来的移民在抵达茅台之前都是通过陆路。
赤水沿岸的移民分布比较密集，二郎、太平、丙安、福宝、尧坝等古镇至今还保留完整的会馆建筑。
　　（3）綦江线：这条线路是由贵州松坎抵达四川江津的水路县。
主要由松坎出发，沿綦江顺流而下，途经綦江县最后进入江津，水运长达70公里。
　　（4）乌江线：这条线路是从思南沿乌江水路进入四川涪陵的线路，主要由思南出发沿赤水经过
沿河、龚滩、彭水再进入涪陵。
乌江既是交通要道，亦是一条军事河流，历来被称为天险。
汉代、三国、太平天国的英雄豪杰，都在江边演绎过金戈铁马的故事。
《华阳国志》中已有记载：“涪陵郡，巴之南郡。
从帜南入，溯舟涪水，本与楚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商于地为黔中郡。
”乌江沿岸有许多古镇至今还保留了部分会馆建筑，如龚滩、龙潭。
　　3.4.2陕甘移民的迁徙路线　　从陕西、甘肃以及途经陕南的移民要进入四川，就要逾越秦岭巴山
这两道川陕间的天然屏障。
早在商周以前，秦岭山间就已出现沟通南北的古代道路，这些古栈道即被称为蜀道。
而“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陕甘移民和一部分途经陕西的移民就是通过这些古栈道抵达四川，从
此在这里繁衍生息的。
　　根据先前的调查和研究，穿越秦岭的通道主要有六条，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
道、库谷道和武关道。
而穿越巴山的通道主要有三条，分别是：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
　　陈仓道古称周道，因北端由陈仓县（今宝鸡市）出口而得名。
又因路径秦岭嵴梁上的要隘大散关，亦称散关道，因利用嘉陵江水路，也成为嘉陵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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