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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省會成都市。四川簡稱川或蜀，又因先秦時四川曾分屬
巴國、蜀國兩諸侯國，故別稱「巴蜀」。四川歷史悠久、風光
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被譽為「天府之國」。在大約商朝時期，
四川地區出現了巴、蜀，尤其是以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為代
表的高度發達的古蜀文明。秦王朝統治四川後，巴蜀文化與中
原文化互相交融，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在中國歷史
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據考古發現，兩百多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四川便開始有
了人類活動。四川境內有已被命名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4處。
距今約一萬年前，四川地區逐漸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
遺址分佈很廣，目前已發現200多處，如綿陽邊堆山遺址、 岷
江上游遺址、大渡河和青衣江遺址、西昌禮州遺址、成都金沙
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文化第一期。 

 

東漢末時期這裡為三國鼎立中的蜀國，秦朝時在此築建都江堰
使成都平原日漸富饒，成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最大推手，西漢
開始四川地區社會、經濟、文化開始繁華發展並超過關中地區，
而享有『天府之國』的美名；四川地區先後受東晉、前秦、樵
縱、南朝宋、齊、梁、北朝西魏、北周共8個政權的統治，經
濟便開始停擺，至唐滅後四川沒被捲入中原爭鬥，因此依杜成
為全國最為繁榮的地區；北宋原位於四川一帶的川峽路分為益
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稱為「川峽四路」，簡稱
「四川路」而得名；清朝時期馬關條約開放重慶為通商口岸，
1912年四川成為省份。 

四川簡介 



樂山大佛：被列入世界文化與自然
遺產名錄。全名嘉州凌雲寺大彌勒
石像，位於樂山市中區的岷江、青
衣江、大渡河三江交匯之處，是世
界上高度最高的石佛像 

。整座佛建成於唐朝，先後歷經3
位負責人，耗時約90年才最終完
成。樂山大佛依山體而鑿，露頂開
龕，佛像為倚坐雙手扶膝式的彌勒
佛，總高71米。 

 

景點介紹 

黃龍溪古鎮：已有千多年歷史，
至今保留着較為完好的古鎮格局，
由七條街九條巷子組成，古鎮至
今保留着打更的習俗，許多其它
的傳統民俗活動和民間藝術形式
也在此被傳承下來，包括火龍燈
舞、獅燈、牛兒燈、么妹兒燈、
放生會、賽龍舟、府河號子（府
河為錦江舊稱）等等，其中黃龍
溪火龍燈舞、「府河號子」入選
了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熊貓郵局：熊貓郵局”並非單純嵌入
“熊貓”元素的普通郵局，他是唯一的、
本土的、成都的。“熊貓郵局”擁有全
球唯一專用郵遞區號 610088 及郵政
日戳。“熊貓郵局”將通過實體店、線
上郵局等多種形式，推廣“熊貓帶您
游成都”主題旅遊模式，將熊貓元素 
傳遞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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