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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任河 
 

刘兴国① 

 

任河在四川万源境内称“大竹河”，万源县为西魏时的宣汉县。

清代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夔行记程》载：“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

平镇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

下紫阳（陕西）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鉴

于任河是连接川东北巴文化遗址如巫溪、渠江、巴河、嘉陵江及宣汉

罗家坝等地新石器文化向北流向的通道，因此，决定对任河的历史文

化进行考察。 

对任河的考察从三个方面进行：1、历史典籍包括地方史志的记

载；2、考古报告及经济、科技资料；3、实地进行访谈、座谈。考察

的目的在于：一是弄清任河在巴人、巴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二

是了解巴文化在任河流域的影响。 

考察任河的历史文化受到宣汉、万源、紫阳等县政协领导的高度

重视。宣汉、万源、紫阳县政协文史委和县志办等同志会同刘兴国研

究员进行实地踏勘、访谈并组织座谈。各县积极提供当地巴文化以及

与任河相关的资料。文献资料由刘兴国研究员梳理，结合现场考察情

况整理出“任河古今”、“盐道任河”、“任河巴风”、“任河研究”等专

题。 

 

                                                        
①作者简介：刘兴国（1947— ）男，四川宣汉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画院，律师兼画家，巴文化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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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河古今 

任河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重庆市城口、巫溪和陕西省

镇坪三县交界的大燕山（古名万顷山）的“三棵树”，海拔高达 2360

米，依流程所处区位分上、中、下段。上游名城口河、九江；中游名

大竹河、北江；下游名任河、外权河（多指芭蕉口至权河流段）。 

任河上游即城口河由 9 条支流汇成，故又名九江，主要由海拔

2000 多米的西源老鸦铺七星洞和东源万顷池幽谷汇流而成。任河一

路流经丛林峡谷，接纳 25 条支流，以 10—8800 秒公方的流量穿越巴

山北去。 

我国河流受“西高东低”地势影响，大小河流自西至东、由北向

南为常规。沦桑岁月改变的只是河的流量、流速与河道，亘古不变的

是河流的流向，然而，在大巴山腹地流淌了数万年的前、中、后三河

及任河，却反其道而由东向西。特别是任河更为奇特，向西后却又击

穿巴山山脊折而向北，由川入陕，在巴山北麓汇入汉江，因此唯一成

为南北横贯大巴山的奇特自然景观。 任河自源头至汉江，无时不与

峡谷险滩和峰岭奇峭的巴山为伍，险中藏奇，奇中蕴妙，流经重庆、

四川、陕西三省市的城口、万源、紫阳三县市；自上而下，跨过高望、

修齐、新城、巴山、大竹、毛坝、高滩、高桥等 8 个片区，同时又汹

涌澎湃穿过灰龙、青龙、平坝河、扁桶、木栏 5 大峡谷。全长 211.4

公里，蜿蜒流淌 800 里（俗计），成为国内倒流距离最长的内陆河流。 

任河上游重庆市城口县境属大巴山高、中山区，山脉受地质构造

和岩性的控制，排列较为整齐，诸列山岭均由北西向南东展布。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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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顺次为大巴山、牛心山、旗杆山、梆梆梁、八台山五座大山。其

间是海拔 2000—2500 米的群峰，中部旗杆山为南北水系的分水岭。 

任河下游入陕西省紫阳县境内。任河将大巴山脉分为大巴山（狭

义）和米仓山。大巴山是我国的名山,为川、甘、陕、鄂 4 省边境山

地总称，包括摩天岭、米仓山、武当山和凤凰山等。任河以东、汉江

以南为狭义的大巴山。历史记载中的大巴山包括巴山南北，是广义的

“巴山”。 

任河一名，民间传说颇多，好奇的人们众说纷纭，至今却无定论。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卷 27 中载：“（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

出巴獠，有盐井。”广城县设于南北朝时代。后来历经战乱，陕西金

州人口锐减，今紫阳一带亦极荒凉，“王谷”之名后多不见于记载。

明代紫阳始设县治，故见于《明史》。《明史》记载：“（四川）达州太

平县……北有北江，又北入陕西紫阳县界，名任河，入于汉江”。 

任河口又称“鱼脯谷口”。《水经注》载：“汉水又东迳鱼脯谷口，

旧西城，广城二县，指此谷而分界也。”巴史专家邓少琴先生认为：

任河就是《水经•沔水注》之彭溪，是板楯蛮巴人的聚居之地。 

任河之名，明代之前即有，见于《明史》。任河下游任姓颇多，

人们认为任河以此得名。但《史记•秦本记》和《六国年表》，均记载

有“秦昭襄王十三年（前 294 年），任鄙为汉中守。”任鄙“安定巴人，

防御楚人”，抚恤巴人与楚争战阵亡者的家属，封阵亡巴人首领为“白

虎神”建庙祠祀。任鄙还自称自己是“古之任国，太皞之后，云女娲

生处”，领头参加巴人祭祖活动，依照巴人古风行事，增强了对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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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凝聚力和向善性。任鄙在汉水上游古之巴地影响较大，“任河”之

名是否由任鄙而来似可再考。 

任河流域最大的市镇除城口县城和紫阳县城外，就数万源的大竹

河场。该镇位于万源东北部，东邻重庆市城口县，北连陕西省紫阳县、

镇巴县，任河顺场镇流过。1933 年，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曾在

此设立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是万源的重要场镇之一。大竹河为川、陕、

鄂商贸物资的必经之地和中转站，大竹场镇被称为“小武汉”。 

民国及以前，大竹河地区的物资输出主要靠水运，川盐和达县（今

达州市）的黄表纸从宣汉官渡（今新华镇）起运，靠人力肩负翻越荆

竹山、翀天观、马鬓岭和羊跳岩等高山峡谷 120 多里至大竹河，再水

运至陕西或湖北。城口县西北部和万源北部的桐、茶输出也是由大竹

河水运出境。湖北、陕西的棉花、布匹、安徽的药材（茯苓、砂仁、

黄连、白叩、槟榔、地黄）和花椒经水路运至大竹河后上岸人力和畜

力中转川东各地。时称“一条黄龙出川去，一条白龙进川来”，就是

指黄表纸由大竹河转运入陕西，陕西的棉花经水运至大竹河经销。 

清朝咸丰年间以前就有外商在大竹场镇立商号、建会馆，中街码

头悬有“万商云集”木匾。1921-1948年，大商号有“通益”号、“怀

记”号、“盛兴协”号、“长发”号和“兴顺”号。其中程长发的“长

发”货栈和“兴顺”货栈均设有经理、账房先生，约数十人至百余人。

任河上樯接帆连，每天往返航行木船 300 余只，船工和运力每天出入

达 2000 余人次，年货运吞吐量 10000 吨左右，可以说是市场繁荣、

生意兴隆。三峡轮船通行后，出入任河的物资有所减少，食盐、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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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表、红茶、药材仍然经过此地。解放后，万源、紫阳两地均设有航

运管理站，分段管理任河的水上运输。 

汉渝公路，襄渝铁路开通后，任河水上航运逐渐消失。现今的川

陕高速公路，从巴山站起向北一直沿任河河道直至紫阳任河口，路面

均在河道之上。从空中俯览，昔日任河河谷中只见高速路面而不见任

河之水流矣。 

二、盐道任河 

说起“盐道”，人们只知道巫溪至镇坪和万源至镇巴的巴山陆路

盐道。因为这些盐道上的场镇如盐场镇（古盐场关）等至今犹存。巴

山南北靠运盐为生的“背二哥”、“挑佬二”以及他们的盐背子饭”、

“幺店子”和蜿蜒出没于崇山峻岭、竹涛林海中的巴山古道，还残存

在现代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任河作为巴盐进入陕南的主要通道，随着

历史的变迁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在宣汉罗家坝以及周边巴文化遗址中的新石器时期遗存器物中，

都发现先秦时期的制盐器具有大口花边、尖底缸、尖底杯、船形杯、

花边陶釜等。考古学界认为船形杯与尖底杯都是制作盐锭的器具，但

两者制作盐锭时的受热方式不一样，可能代表当时两种技术途径。尖

底杯是插在有较强余温的草木灰中（或置于填有草木灰的孔洞上）制

盐锭，而船形杯是在盐灶上制作锭。经检测：中坝遗址西周时期花边

陶釜内壁沉淀物和自贡代制盐遗址及云阳现代盐厂的沉淀物具有基

本相同的物相，表明花边陶釜在当时是制盐工具。……结合考古发掘

资料，推断这种花边陶釜应为当时的煮盐工具。宣汉罗家坝遗址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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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现新石器晚期遗物中有花边沿罐（缸）2 件，东周时期有一花边

圜底釜。发掘者认为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偏早阶段。罗家坝 2003 年发

现花边折沿罐 1件，以及少量尖底器，也是制盐的工具。这个现象说

明，早在新石器时期，聚居在这个地区的远古人类，就已经发现和生

产食盐。 

中国大陆除第四纪形成的现代盐矿不计外，已证实有岩盐及地下

深层卤水的产地，分别有 10 多个省（区）。但已发现矿床（点）分布

尚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北、云南、江苏几个省。 

中国盐（卤）资源赋存层位及分布地区（表） 

 

 

 

 

 

 

 

 

 

 

历史上古宣汉县地域（包括万源、城口、东乡）是巴盐的主要生

产区，至今在这些地区仍遗留有如万源的“井溪”，“桂花盐井”；宣

汉的“厂溪”、“盐井坝”；五宝的“盐井盆”等等地名。城口县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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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一直生产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这些地区从汉代起，封建国家实行食盐专营，就设有管理盐政的

“宣汉井场”。宋《太平寰宇记》卷 137《宣汉井场》记载：场在“（达）

州东 1200 里，无乡里，管二百户，地名长腰咸，源出大江（前河）

龙骨石窟中涌出，滩名羊门，两岸山岩峭峻，咸源出于山下，遂煎成

盐。其场风俗，男女不耕蚕，货卖用杂物代钱。祖称白虎，死葬不选

坟墓，设斋不以亡辰，虽三年晦朔不饗。习性矿硬，语无实词，皆风

土使然”。《元丰九域志》记载达州从后蜀开始设有“通明院”专管盐

政收税，有“宣汉”、“盐井”、“缊攔”三个盐场，同时设有“盐场关”

（即今镇巴县盐场镇）。通明院的旧址，就在今天万源县的“旧院”。 

巴盐北去，主要是走任河水道。元末明初，前、中、后三河盐场

包括今开县温塘井盐运销，均由达州南昌滩土司管辖。明成化年间土

司改流，土司冉家仍专营食盐直到民国年间。冉家盐店遍及各地，仅

万源罗文就先有宣汉冉家的“光裕公”，后才有刘万成的“同心福”、

何岱山的“协泰祥”、傅泽咸的“信义”等 10 余家盐店。民国初年，

冉家盐店撤走。 

明、清时期，客船从大竹河直航武汉。大竹镇曾经是任河航运的

重要码头驿站，是闻名川陕的四大古镇之一，素有“小武汉”之美称。

当年的古镇繁华而热闹，各路商贾云集，大巴山的茶叶、核桃、生漆、

中药村等农副土特产品和巴盐，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出川，换回一船船

布匹、煤油、白货纸张等生活物资进巴山。 

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中下游食盐困难，清政府调取巴盐用木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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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河运出。任河下游木栏峡口留有当时记事碑刻，据说至今仍存。 

抗日战争时期，海盐被日军阻运，国民政府采取“川盐济楚”。

1939 年，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投资，由紫阳县县长胡启明在大

竹档口设“通益”盐号，有木船 100 只，每天运出食盐 10 万余公斤。

1948 年，西北盐务局为销售青颗盐，禁止川盐入陕境，任河盐路从

此终止运营。 

三、任河巴风 

任河与前、中、后三河同源于大巴山东段，任河北折入陕，下游

紫阳段已出四川。秦汉郡县制的实施，巴山之北的巴地，已不在巴郡

的范围，但是，巴文化的传承和影响在任河流域仍是处处可见。 

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古巴国范围“东至鱼复，西至僰道，

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说明“巴”包括汉水上游地区，就任河沿岸

以“巴”为地名的就不少，如巴塘、巴庙、镇巴、上八（巴）等等，

单“巴山镇”就有两个。 

据考古调查，新石器时期的先民们已在紫阳境内的河谷阶地上生

存。今马家营就是一处保存遗物较多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从文化堆积

层和石制农具看，先民定居的时间较长，已出土有石棺葬及大型石器、

精美陶器等珍贵文物。马家营遗址与汉阴阮家坝遗址，安康的陈家坝、

姚家坝遗址东西毗邻，古文化类型相近，共同反映了汉水上游新石器

时期文化的地方特点；同时也包含周围地区如宣汉罗家坝巴文化的诸

多文化因素，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先民的活动范围已相当广泛，任河

是沟通远古先民往来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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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3 月，研究人员在任河附近的安康市汉滨区与平利、旬

阳两县交界的坝河乡一户人家里发现一尊“副之以吴刀”的神鲧造像。

在进一步的调查考证中，陆续发现了从汉代至清代各个时期的鲧造

像、巴人祭祀遗物、巴人文字和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巴人踪迹。 

巴人祭祖品，主要是画像砖和石质造像，画像砖的正、侧面或镌

刻华胥、伏羲、女娲、雷神及动物图案，或篆刻铭文，图形夸张、线

条流畅。造像中尤以各种无头鲧像最为奇特，在国内还未发现过。最

典型的是在一件刃部锋利的石斧上镌刻了 3 个类似结绳符号，造型很

奇特。还有一件为陶质半月形器物，正中刻日、月之状，“日”以阴

阳点连成天体之形，周围环刻 5 种符号；器脊刻星座和文字符号。这

些符号和文字的含义目前尚不清楚。 

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有过自己的灿烂文化，可以媲美于中

原文化。但是考古界一直不认为巴人已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

号。在这次发现的画像砖中，有两块砖上分别刻有目前尚不能释读的

方块文字：一块砖上的铭文分别榜书于熊、骆、虎、蛇 4种动物身上，

共 6 个字；而另一块砖上的榜书铭文竟达 12 字之多，分两段书写，

应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经初步研究认为：大量巴人祭祀遗物及巴人文

字的发现，对研究巴人历史及其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等来看，紫阳一带一直是古代巴人

的重要核心区域。至今，紫阳的饮食、民居、人文、风俗等诸多方面

还保留着古代巴人的印记，例如喜酸辣、善饮酒、吊脚楼、地方话、

传统表演艺术和节庆祭祀等等，都与古代巴人的生活习俗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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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是古代巴文化的传播地、繁衍地，巴文化也是紫阳历史文化的底

色。 

考古发掘的古代巴人器物最具标志性的的是虎钮錞于和巴式柳

叶剑。虎钮錞于为古代巴人使用的军乐器，其形状象一个倒置的桶，

从上往下分为虎钮、圆盘和器身三个部分，整个器物的横截面为椭圆

形。巴人的典型武器是“巴式短剑”，长约五六十厘米。巴人器物出

土地点有：紫阳县石坝乡何家梁、白马石、宦姑滩，汉滨区的老岚河

口、茨沟，灞河的崖墓等。 

巴人生活过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

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

等古籍中都有记载。直至清初，这里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虎

食人的事经常发生。甚至有些市镇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

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西乡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

十人，入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清代著

名诗人刘应秋作有组诗《猛虎行》。清康熙中叶兴安知州王希舜鉴于

安康城东北琉璃沟“有虎矫矫，白昼噬人，阻绝行旅”委郡幕鲁仁采

写《祛虎文》四处张贴，虎果然“负子渡河远遁”（清•康熙《兴安州

志》）。直到 21 世纪还有镇坪县农民周正龙者拍华南虎的荒诞故事发

生，也算是历史的虚幻余波。虎与巴人关联度一直很高，这就难怪古

代巴人以白虎为图腾，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

人”。虎巴遗物有殷商时期的虎纹空首青铜钺，西周时期的《史密簋》

铭文“卢、虎会”，战国时期的虎钮錞于、虎纹戈、虎形提梁等，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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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文献记载的“虎之首帅在西城（包括紫阳）”。这里自古以来就有

与“虎”有关的文化习俗，多处发现过画像砖“人射虎”，民间生活

中流行的幼儿“虎头帽”、“虎头鞋”，建筑用的“虎头瓦当”，自是巴

文化的遗存。 

任河发源的城口、巫溪、镇平间历史悠久的古盐道也是与川东巴

文化相沟通的渠道。据考证，此通道始通于春秋，繁盛于秦汉，两端

原有隘口，沿途有客栈，俗称“打火店”，设有“高凳”供挑夫歇息。

盐商、挑夫自带干粮借火做饭，天长日久形成了独有的“背子饭”饮

食文化。民谣唱道：“住在老扒边，抽的兰花烟，烤的转转火，吃的

洋芋果。”这种饮食习俗、生活习俗是巴山人的普遍习俗。风味独特

且能长久保存的薰腊肉大概是古今巴人最喜爱的美味佳肴。“巴山脚

夫”以及他们“盐背子饭”，还有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背架子、打杵

子，以及习惯的着装便衣坎肩、包巾裹脚、棕袜草鞋，与大巴山南麓

的川人的劳动习俗和穿衣习俗并无区别。那高亢婉转的山歌，炽烈淳

朴的跳丧舞，原生态的“薅锣鼓草”、“花鼓子”、“狮子歌”，情真意

切的“哭嫁”，无不洋溢着巴风巴韵。 

近年来，由紫阳籍作家李春平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郞在对

门唱山歌》的巴山民歌调插曲，已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 

四、任河研究 

此次考察任河，谈不上研究。任河的历史价值及文化的意义早就

有学者关注，研究者都认为巴人起源于巴山，而“巴山”这个地域又

被历史进程中的行政区划弄得众说纷纭，甚至模糊不清。对任河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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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研究有助于对历史文献中的“巴山之巴”“汉水之巴”“三峡之巴”

以及“清江之巴”的解读。任河的价值在于她是连接汉水上游与长江

三峡、渠江、嘉陵江“巴文化”的通道。 

早在清朝的嘉庆时期，陕南道台严如熤就著有《三省边防备览》

一书，对巴山南北山川形胜，要塞关隘，民风民俗，河流道路等考察

记载，其中多处提到任河的功用。 

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沦陷，迁往重庆，中央

研究院这样重要的研究机构迁到四川李庄。大批学校向后方转移，一

些学者就近研究巴蜀文化，主要局限于文献，但提出了古代巴人最早

在汉水流域的重要论断。1983 年，在中国考古学第四次会上，赵殿

增先生宣读的论文《巴蜀文化的考古分期》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巴蜀文

化的命名、文化特征及分期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198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炜林、孙秉君列举陕西省境内汉

水上游的巴文化遗存，其中以紫阳县白马遗址第 4 层为代表的新石器

时期文化类型——白马石类型早期。属于这期遗存除了白马石以外，

还有马家营遗址第 3 期、冉家坝遗址第 3 期等，专家将他们列入本地

区巴文化的早期阶段，大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之际。 

1994 年出版的《陕南考古报告集》收录了紫阳白马石遗址的发

掘报告。报告将白马石遗址文化分为两期，第一期是早期的文化遗存，

同时也是汉水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是汉水上游地区老官台

文化李村类型向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过渡形态。第二期文化遗存物包

括石器、骨器、陶器三类，与中原龙山文化有较大差异，而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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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地区的巴文化有诸多相同之处，时代也与四川地区早期巴文化相

当，约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夏、商，可暂时称为“白马石类型”。“白

马石类型”至少说明这一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罗家坝遗址的文化关

系。 

世界著名的学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中说：“汉水上游是古代世界的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

麓，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南面的四川地

区。因此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和上述几个地区

之间的著名通道，同时也是古老华夏文明的源头地”。 

1905 年，梁启超就在《历史上的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

认为巴氐、苗蛮、蜀人、百粤、百濮和华夏族，皆是“组成中国民族

重要分子”。他认为：中华民族起于多源。近人费孝通的中华文化“多

元一体”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梁启超的思想。 

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苏秉琦先生也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四个区

域：①中原和山东地区是个源头②两湖是一个中心③江浙是一个中心

④巴山地区是一个中心。这些文明地区慢慢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中华

文化。 

梁启超和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巴氐”和“巴山”也就是汉水上

游与长江三峡之间的大巴山。巴山南北文化趋同，任河通道的作用是

很明显的。 

陕西历史学家杨东晨在《陕西古代史》一书中说：“巴子国封立，

安康巴人归之，故安康以东地区周代属巴子国”，“巴国在今陕西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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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安康一带”。“巴的东南是楚国”“巴国位于麋国之西”。历史学家何

光岳在《南蛮源流史》中也明确地说：此时巴子国都城已迁汉阴一带。

今天的紫阳，属于古代的汉阴。 

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陕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戴成元先生认

为：陕南文化的底蕴是巴文化。该院教授李春平还出版了描写巴山背

二哥的长篇小说《盐道》。 

陕西学者丁文在《论安康的文化本源兼文化自信》一文中谈到“安

康文化的本源是巴文化。巴文化的基本内核是发育于大巴山的山地文

化，或曰老朳文化。它是深山老林的文化，不是江湖河海的文化，不

是平原大漠的文化，不是高原草地的文化。巴文化的经典文化符号诞

生于大巴山南北麓及其余脉的广大地区，而且至今仍然有精彩的呈

现。巴山汉水相连，巴人亲水，故巴文化后来成为汉文化的源头之一。

巴楚因数百年的争斗而交融，巴蜀之间也有数个世界的接触，与三秦

文化也有过多次融合的机遇，但巴文化在海纳百川的同进一直没有失

去自我，一直保持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提出巴文化‘巴山中心说’”。 

丁文先生认为：“巴人一夜不见只是个传说，事实上巴人是亡国

没亡种。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国，不久巴人又在四川宣汉县罗家坝再

建国都。1999 年发掘四川罗家坝遗址的 33号墓，考古队发掘出了春

秋战国一大批文物，专家推测，这座古墓可能是巴国王陵的豪华墓

葬。”“罗家坝出土的大型青铜礼器、巴式青铜兵器、彩色陶器和巴人

印章等，具有显著的巴人文化和土著文化特征，填补了巴文化研究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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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先生还认为：“罗家坝遗址地处秦、楚、巴、蜀交界地，据

初步推断，距今约 3000-4700 年，是 20 世纪末四川省发现的面积最

大的巴文化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宣汉大山深处至今生活着不少土家族

人，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四乡已被四川省政府命名为土家族自治

乡。他们头包白帕、穿花边衣服、大块吃肉、住吊脚楼的生活习俗，

以及跳摆手舞、唱薅草秧歌的娱乐形式，推测此系古代巴人的遗风”。 

这次任河考察，是第一次打破秦汉郡县制实施以来跨行政区划的

地域历史文化考察，也是对巴文化起源与传播流向的考察。时间虽短，

收获很大，至少可以说开了个好头。考察任河对土家族先民巴人的研

究；对巴文化研究的深入探索；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交流都会有很好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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