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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是我国古代没有纳入正史的一段传

闻，如果和现代科学挂钩，那是物流领域的佳话。在四川生活

多年的我，不由自主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正好借此机会在

网上搜索了一些相关资料，且手头有一本三国演义小说，翻看

了一下，联系童时对四川的印象，也对木牛流马思考了一番。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时使用木牛流马，其载重量为

“一岁粮”，大约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

行三十里”，为蜀国十万大军提供粮食。木牛流马如此好用，

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保密制度，更没有专利制度，在若干年

之中为几万人马提供军需物资，“车水马龙”形容也不为过，

使用者、接触者、旁观者不计其数，可以说那时是普及之物，

肯定会成为统治者和多人的爱物，肯定就会被珍藏和沿用，

然而，如此珍贵之物却是早就失传。为什么会失传？或许本

来就不存在，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对于木牛流马，由于失传，很难进入到正规的科学研究领

域，但是，关注和研究者仍不计其数。据我所知，我国近代和现

代，关于木牛流马复原的各种图形和制成品有几十种之多。

有人说，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灰色”的，无法清

晰认知，自然，我也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但是，由此可以对

中国古代的物流说上几句话。

“物流”这两个字虽然中文意义明晰，但却是一个英文

的翻译名称，英文是：PhysicalDistribution，经济领域最先出

现这个概念是现代经济发展较早的美国，创立这个词汇或

者可以说是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的人是美国人德鲁克。

对于物流科学的理性认知方面，美国先行，德鲁克做出

了贡献。二十世纪初至六十年代，人们虽有感受并开始系统

运作和理性思考，但物流的主体仍不大清晰，而“灰色”却很

重。誉为当今“管理学之父”的 P．F．德鲁克最先提出了“物

流”(PhysicalDistribution)这个词，反映上个世纪初，这一科学

概念的主体已逐渐显露。但德鲁克也指出，这个领域还是灰

色乃至黑色区域，含义是不清晰或者可说是完全无知，他还

说物流是“一块经济界的黑大陆”、“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

地”，这反映了那个时期他和美国经济界、学术理论界认识。

为了认识这块“黑大陆”，二十世纪初，美国二十世纪财

团组织了大规模调查，发表了“流通费用确实太大”的调查

报告，结论很有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数据是：以零售价格为

基数，社会流通费用竟然占 59％，其中大部分是物流费。这

种清晰的数量分析，为物流系统运作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基

础。德鲁克还是“供应链”科学认识和描述的鼻祖。“供应链”

说法最早来源于德鲁克提出的“经济链”,而后经由迈克尔·

波特发展成为“价值链”,再往后演变为“供应链”。

从美国物流科学形成想到我国的物流。中国文化历史

久远，古代的“物流”是什么状况呢？自然，那个时期不可能

形成对物流的理性认识，但物流是实际的存在，可圈可点之

处多矣，难以尽数！本人当年曾经策划用此题材申报研究项

目，难度太大终于放弃，但思考过两件事：

首先是连接东西的丝绸古道。提到丝绸，大家会自然想

到苏州、杭州，其实之前中国早就有一个丝绸之乡，在苏杭

之北，当时的繁华地区，今日已不为世人所熟知，她就是河

南的南阳。那时除丝绸之乡身份之外，另一个重要身份是瓷

都，丝绸是中国古经济、文化的代表物，南阳是养蚕、缫丝，

织绸的重要发源地。当时，南阳镇凭借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交通的便利，成为了丝绸古道上的重要商镇，历经千余

年、五个朝代的繁华，从汉代直至清末，一直是连接当时发

达地区的交通要道，因之成为古丝绸之道。

再有就是与本文主题契合的连接南北的古蜀道。那是

四川盆地、山区通往中原的道路，和丝绸古道是不同模式，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依托这条路提供北伐保障。从诸葛亮

的木牛流马自然联想到支持其运行的古蜀道：历史悠久，为

蜀国十万大军提供军需物资的物流基础平台，已 3000多

年，也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

之一，比古罗马大道的历史更为悠久。有专家

指出：古蜀道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

一。古蜀道也是木牛流马佳话的一部分。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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