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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古驿道线性特征的户外徒步运动开发研究

王春来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社会体育系，广东 增城 ５１１３７０）

摘　 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南粤古驿道历史遗迹线性特征的户外徒步运动项目开发进行研究，概述了南粤古驿

道历史遗迹的现状及其线性遗迹的特点。 在借鉴了广东省绿道的开发经验以及国外同行的经验后，认为南粤古驿道

历史遗迹经过重新发掘、认定、修葺后特别适宜利用其线性特征开展户外徒步运动项目。 南粤古驿道遗迹的历史资

源和徒步运动这一大众体育运动形式的有机结合，既是历史遗迹保护的新模式，也是体育运动开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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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历史遗迹进行体育项目开发这一做法在

国内还不多见。 广东省对南粤古驿道遗迹修复后可以

尝试开发适宜的户外体育运动项目，首推户外徒步运

动项目。 南粤驿道遗迹原属于全国驿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随着时代的变迁，遍布全国的驿道渐渐被现

代交通所替代，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作用。 而在清朝

以前，经过历朝历代封建政府的经营，遍布全国的四通

八达的水陆驿道交通网络是东西南北政治、经济、文化

交流的重要物质基础。 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对

古驿道的重新定位，依据古驿道的线性特征并结合全民

健身的政策对其进行体育项目开发是个大胆的尝试。

１　 南粤古驿道遗迹的概述

古代南粤驿道主要是指 ２０ 世纪初之前，在广东

省全境内的历代朝廷官修和民资修缮的古代道路交

通系统，其多用石料铺就，宽度有严格标准，主要用于

官方文书传递、军事物资运输、人员商贸往来的通路，
包括水路和陆路。 这些交通道路在秦汉时已获得早

期的全面开发，唐宋时已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水陆交通

网，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修葺和局部拓展，民国

初被废弃。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现存南粤古驿道本体

共计 ２３３ 条，长达 ７１０． ４４ ｋｍ，其中新发现古驿道 １３５
条。 从地区分布上看，南粤古驿道主要集中分布在粤

北山区、珠三角地区的惠州市、粤东地区的汕尾市和

粤西地区的云浮市，其中，粤北地区 （韶关、河源、梅
州、清远市） 古驿道共 １５５ 条、总长 ５２３． ５ ｋｍ，每个市

内现存古驿道总长都在 １００ ｋｍ 以上，约占全省古驿

道总长度七成。



　 第 ５ 期 王春来：南粤古驿道线性特征的户外徒步运动开发研究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ｔｙｂ ／

２　 南粤古驿道遗迹的线性特征

南粤古驿道属于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 古驿道

两侧漫长的带状区域内保留了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

遗迹，这些遗迹因古驿道的串联形成独特的人文景

观，结合驿道鲜明的地域特征形成了特有的南粤历史

文化内涵。 其时间跨度大，遗迹种类丰富，数量庞大。
据统计，在现存 ２３３ 条南粤古驿道中，秦汉时期

古道遗存共 ３２ 条，总长 １３９． ９４ ｋｍ；隋唐时期古道遗

存共 ７ 条，总长 ３０． ２０４ ｋｍ；宋元时期古道遗存共 ７
条，总长 ５． ３２９ ｋｍ；明清时期古道遗存共 １８７ 条，总
长 ５３４． ９６７ ｋｍ。

南粤古驿道沿线现存的古迹数量庞大，已确认的

有 ９０６ 处，其中新发现 ４３０ 处。 古迹种类丰富，包括

古道本体、古亭、古桥、古关、指路石、古码头、碑刻、标
语、古遗址、古建筑基址、古墓葬、古村落等。

３　 南粤古驿道遗迹鲜明的地域特点

据考察，目前古驿道遗迹数量最丰富的地区是广

东省韶关市，史料记载，韶关的西京古道是广东古代

最重要的驿道之一。 现存遗迹呈线段状存在，较为清

晰的遗存有老坪石段、云岩段、腊领段、提云段、浈阳

峡段等，总计长度大约十多公里。 现存古驿道遗迹有

鲜明的地域特点：
特征一：地偏。 从古驿道的设置思路来看，古驿

道主干道主要用作连接省内行政首府，由于首府之间

距离较远，中途需设置多个驿站衔接，而驿站所处位

置通常很偏僻，距离县城较远。
据清朝雍正八年（１７３０ 年）版的《从化县志》记

载，清朝雍正八年间，从化县有铺递 ９ 间：县前铺（即
总铺），设在县城旌善亭的右边；往南有黄竹坑铺（今
太平井岗村附近）；津头铺，在县城南面太平水南（今
太平水南村附近）；往西北有牛往中铺，在县城西北

面 ５ ｋｍ；牛往正铺，在县城西北面 １０ ｋｍ（今太平上塘

村）；象岭铺，在县城西北面 １５ ｋｍ（今鳌头小坑村附

近）；大窝塱铺，在县城西北面 ２０ ｋｍ；新添铺，在县城

西北面 ２５ ｋｍ（今鳌头龙角村附近）；野鸭塘，在县城

西北面 ３０ ｋｍ。
特征二：天险。 开凿道路有时必须要克服天险。

南粤古驿道的选址开凿时常需要经过地势险要之处，
粤西北古驿道的开凿就印证了这一点。

比如，东汉建武二年（公元 ２６ 年），桂阳太守卫

飒倡导修筑西京古驿道，此道自含洭（今英德县西）
起，达湖南省宜章县至郴州。 西京古驿道路途险峻，
“层山叠嶂，若登梯然”。 其中以猴子岭最为险峻，有
碑记载：“西北地最广而险，自县城逾腊岭过风门五

十里许而上梯云之山，又四十里许至通济桥村，其望

壁立直上，崎岖最难行者，则俗所乎猴子岭也，行者常

苦其险且峻。” ［２］

上述特征可以为户外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发打下

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现存的南粤古驿道遗迹的地理特征来看，其位

置偏远、地势险峻的自然地理特征只是进行体育项目

开发的物质条件之一，其内涵的独特性才是进行体育

项目开发的动力和直接原因。 一方面，古驿道和沿驿

道保留下来的村落的历史文化遗存浑然一体，且这些

古文化遗存保存比较好、数量丰富、历史价值高。 另

一方面，世代居住在古驿道周边的居民随着时间的推

移形成了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习俗。 在新的历史时

期，古驿道这些历史、人文、环境优势都是可利用的，
能够促进体育价值开发的宝贵物质资源。

４　 利用南粤古驿道的线性特征逐步开
展户外徒步运动

　 　 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政策推动之下，户外休闲

体育活动的开展日益广泛，成为大都市居民重要的休

闲手段之一。 依托古驿道开展适宜的体育休闲活动

能够满足市民的休闲需求，也能够促进体育产业的健

康发展。 古驿道首选户外体育活动形式是徒步。 然

而，利用南粤古驿道的线性特征逐步开展徒步运动还

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才能够实现古迹和体育项目相

得益彰的目的。
４． １　 古驿道徒步路径设施系统的复原、联通、结网

古驿道由于时代的变迁，本身已经失去了完整性

特征，现存遗迹呈点状、块状、条状孤立存在状况。 为

最大限度发挥其线性特点的作用，还需要对古驿道进

行复原、联通和结网的修复工作，使其达到实现体育

项目开发利用的标准。 古驿道的复原、联通、结网工

作既要考虑保护古迹的原貌，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使那些位于点状、块状、条状地域的古文化遗存

不但因此连接成网，还能够成为驿道网络的有机节

点，供徒步旅行者沿途停留补给、露营休息、参观

游览。
古驿道改造的方法可以借鉴绿道经验。 在规划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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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古驿道路径时，可以参照绿道经验遵循系统性原

则、人性化原则、生态性原则、协调性原则、特色性原

则和经济性原则，使复原、联通和结网改造工程科学、
规范、统一。

古驿道衔接、联通应该以文化古迹、传统村落为

节点，同时兼顾风景名胜、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等

自然景观。
４． ２　 建立古驿道徒步路标指引系统等服务设施

建立古驿道徒步路标指引系统的目的是通过该

系统向徒步旅行者明确驿道线路分布、长度、指向、沿
途地貌，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天气、补给、医疗、导航

定位等服务。 引导徒步旅行者正确规划徒步路线，准
确了解自身定位和未来徒步方向、目标，准确到达预

定地点。
借鉴绿道经验，徒步路标指引系统既可以平面地

图的方式展示，也可以把信息以二维码的形式粘附在

里程碑表面，借助手机扫描以电子信息形式展示给徒

步旅行者。 后者的实现方式更简单、经济和持久。
此外，徒步路径还需要驿站等其他基础配套设施

的支持，驿站可以为徒步爱好者提供休息、餐饮、售卖

等服务，但是驿站设置的距离和功能要有一定标准。
这些设施配合驿道徒步路径一同为徒步爱好者提供

良好的徒步体验，最大程度降低意外风险的发生。
４． ３　 规范古驿道徒步运动，推动古驿道路径立法

推动立法，既可规范徒步运动，使之健康发展，也
可以增加古驿道遗迹的保护力度，最大限度延续古迹

的生命。
借鉴绿道建设经验，古驿道徒步路径系统立法可

以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绿道规划的法规为蓝本。 此

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
比如，户外徒步运动开展较早的美国，其在立法

规范户外徒步运动发展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
《全国徒步路径系统法案》于 １９６８ 年颁布，该法案首

次对徒步路径的类型、数量和编号加以规范。 该法案

制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开展徒步运动近 ３０ 年的美国阿

巴拉契亚风景徒步路径。 该路径最早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已经初步建成完整线路，总长约 ３ ５００ ｋｍ，沿
途共设置 ２５０ 个露营地，是最著名的徒步路径之一。
该徒步路径跨越 １５ 个州，每年有 ３００ 万徒步爱好者

参加。 ２００９ 年其国会又颁布最新修订的法案。 至今

美国徒步路径已有 １ ０３２ 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英国政府出台《乡村法》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ｄｅ），规定尊重户外游憩的权利，允许公共

游径（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ｔｈｓ）穿越农田，使公众能更接近乡村

和美丽的风景。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英国议会通过

《国家公园和乡村土地使用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Ａｃｔ，１９４９），提出要建立长距

离的游径，以确保公众能够沿着特定的路线，通过步

行、骑马、骑自行车（禁止机动车）的方式来进行旅

行。 在 １９６５ 年建立了国家游径系统，并对游径系统

建设的目的、分类、建设标准、管理等做了详细阐述。
２００４ 年，英格兰乡村署（现称自然署）制定了《英格兰

国家游径质量标准》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ｌ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使得国家游径的建设有了等级评

定的标准。 英格兰国家游径建设标准主要有路线设

置标准、景观廊道标准、设施标准、服务标准、系统信

息提供标准、标识系统标准。
上述立法可以为我国古驿道立法提供参考，使古

驿道的徒步运动开展有法可依。
４． ４　 与众不同的古驿道徒步线路设计

与欧美徒步路径线路设计强调徒步路径穿越不

同植被、不同地貌的自然风光理念迥异，古驿道的徒

步路径线路设计更应注重历史、人文、民俗与自然风

光的和谐统一，强调徒步路径线路设计的地域特点。
鉴于历史的延续性，南粤古驿道自古至今已有两

千年历史，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故事。
借助古驿道给徒步爱好者讲历史故事能够成为促进

徒步爱好者不断前行的动力和兴奋点。
发掘和确定适宜线路文化主题是实现徒步爱好

者对古驿道持久兴趣的切入点。 具体主题可以从民

俗民生类主题入手，贴近实际，兼顾古今。 由于广东

地处东南沿海，和全国相比自然有独特的民俗，比如

饶平的布马舞，起源于宋末元初上饶古驿道旁的新丰

镇，现在已列入广东省非物质物化遗产；五华县“采
茶戏”是在清代从江西赣南九龙山传入的，距今已有

３００ 年历史；民生类如仁化的土法造纸技艺，历史上

曾有“长江纸贵有胜洛阳”的记载。 ２００９ 年，仁化的

土法造纸技艺入选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渡花席编织技艺是一项广东省肇庆市的传统手工

技艺，始于明代，列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以民生民俗为主题，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南粤风土

人情。
此外还可以本地的历史文化为主题，主题不同则

兴趣点的设置迥异，就可以吸引不同目的的徒步爱好

者前往，使徒步爱好者的层次多元化、年龄多元化，徒
步目的、兴趣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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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古驿道文化主题的发掘工作已经迈开了第

一步。 比如，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中国南粤古驿道首

届文化创意大赛广州站总决赛暨年度大奖颁奖典礼

在广州黄埔古港人文历史展览馆内举行。 首届文创

大赛的创作主题紧紧围绕中国南粤古驿道重要节点

（江门台山、韶关仁化、汕头澄海、广州黄埔、清远连

州、潮州饶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定位展开，对
古驿道文化主题线路的进一步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

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为古驿道开展徒步体育

运动，探索不同运动主题，保证徒步路径持久的吸引

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４． ５　 积极推动古驿道徒步运动的开展，向省内户外

运动俱乐部积极推介

古驿道的徒步运动发展还需要正确的引导。 广

东省的体育运动开展情况居全国前列，体育爱好者人

数众多，基础好。 借助绿道开发经验，可以为古驿道

徒步运动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起到积极的借鉴作

用。 其中最主要的经验是积极宣传，努力向同行推

荐。 值此依托古驿道徒步路径开展户外徒步运动之

际，也应该积极地向省内徒步爱好者推介。 据统计，
广东省内的本专科院校近 １５０ 所，学生群体数量近百

万，且多数高校都有户外运动社团，此外，校外还有众

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是社会组

织，主要组成人员多为在职人士，以中青年为主。 这

些组织都是古驿道徒步运动的推介对象。

５　 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是徒步运
动的过渡形式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广东省户外运动协会开始筹办

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至 ２０１８ 年，共举办数十站

比赛。 如今，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已经成为全国

知名体育赛事品牌。 借助古驿道周边的历史建筑群

尝试定期开展定向越野比赛，是在为徒步运动做准

备。 一方面，利用古驿道遗迹组织大型体育比赛是在

考验官方的组织协调能力，为将来组织长期的徒步运

动积累经验；另一方面，也考验了利用古驿道开展体

育运动的市场前景，为未来进一步规划徒步运动市场

找准定位。

６　 结束语

借助南粤古驿道的线性特征开展徒步运动有利

于古遗迹和现代户外运动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依托

南粤古驿道遗迹的线性特征建立徒步路径，逐步组织

开展、推广徒步运动，最终目的是保护古文化遗迹；另
一方面，选择适宜古驿道线性特征的徒步运动也是在

拓展徒步运动的发展空间，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形式

向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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