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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文化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分支，也是巴

蜀文明的重要区域。嘉陵江流域有着相近的地缘

属性、文化源流，在巴蜀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

嘉陵江文化与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收录了全国各地研究嘉陵江流域地区经

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的文

章 30余篇，主要从嘉陵江历史地理及沿革、嘉陵

江流域的经济研究、嘉陵江流域的文化研究三个

方面的不同角度就挖掘整理嘉陵江文化的历史资

源，探寻嘉陵江文化的内涵、特色，加强区域合

作，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创新与产业发展进

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第一本综合研究嘉陵江流域地区的专著，

对继续深入研究嘉陵江流域的各种人文形态，充

分发挥区域内的各种优势，不断加快区域发展步

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0



主编简介

蒲春梅，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历任中共南充市高坪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中共南部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南充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

席，现任南充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主要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的整理

和研究，主持挖掘、整理和保护了南部的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出了南部

傩舞、凌云山道教文化、南部灯戏等保护地方文化的应用成果。主持编撰了

《灵山奇水南部吟》等书籍。

200



《嘉陵江文化与区域发展》
编 委 会

顾 问: 王 均 冯文广 唐永进

主 任: 喻小广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 川 王晓贤 朱家媛 刘玉平 李南春 李晓松 周晓琳

赵 东 胡 毅 聂应德 康大寿 蒲春梅

《嘉陵江文化与区域发展》
编 辑 部

主 编: 蒲春梅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王 军 王如渊 邓有根 任汉刚 孙 靖 周 毅 胡明德

贾 英 谢林宏

30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序 一

序 一
◎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唐永进

理论和实践表明，特定区域 ( 流域) 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不同，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明显与其地理环境有关的文化特

征，这种文化就是区域 ( 流域) 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厚的嘉陵

江文化既是长江文化的重要分支，又是巴蜀文化、三秦文化相互交

融的重要区域。作为有着相近的地缘属性、文化源流的嘉陵江流

域，在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角的大背

景下，挖掘整理嘉陵江文化的历史资源，探寻嘉陵江文化的内涵、

特色，对促进区域 ( 流域)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

展，加强区域合作，增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贯彻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促进嘉陵江文化繁荣

发展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嘉陵江文化建设，四

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南充市委、南充市人民政府研究决

定，2012年 8月在嘉陵江文化重镇———南充市召开 “嘉陵江文化与

区域发展学术研讨会” ( 会议由中共南充市委宣传部、南充市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承办，西华师范大学等单位协办) 。

研讨会 《征文通知》在相关网站等媒体上发布后，社会反响积

极。截至 2012年 6月底，共征集到论文 80 余篇。会议主办、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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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域发展

单位组织了征文遴选小组，在认真阅读所有征文的基础上，将征文

中主题基本切合、结构比较明晰、语言较为流畅的 30余篇文稿，确

定为入选论文。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就是入选论文作者和征文遴选小组成

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这一 “集体智慧的结晶”，能对南充市委、

市政府乃至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决策与工作，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能对读者教学、科研乃至生活，有所裨益，则善莫大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深知，繁荣发展嘉

陵江文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与时俱进，而且需要嘉陵江流域人民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长期不懈地努力。由于作者、编者学识所限，本文集肯定有许

多粗糙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2年 7月于成都浣花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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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序 二
◎中共南充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喻小广

南充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辖 5 县 3 区 1 市，幅

员 1. 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756万，是四川省第二大人口大市，是

成渝经济区、四川省重点规划、优先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已创建

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南充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具有 2200多年的建城历史，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是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朱德、罗瑞卿和民主革命家张澜的故乡。南充区位独特，

交通便捷，自古就有 “西通蜀都、东向鄂楚、北引三秦、南连重

庆”之地利，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南充物华天宝，资源

丰富，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副产品基地，素有 “水果之乡、丝

绸之府”美誉。南充科教兴盛，人才济济，市内有西华师范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川北医学院等高等院校 6 所，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和科研人员 10万余人。南充依山傍水，环境宜人，集三国文化、丝

绸文化、阆中古城、将帅故里、嘉陵江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资源魅力

独具。

嘉陵江源远流长，纵贯南充 301 公里，滋养了勤劳善良的南充

人民，也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嘉陵江文化。嘉陵江文化既是长江文明

的重要分支，也是巴蜀文明的重要区域。嘉陵江流经地区有着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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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域发展

的地缘属性、文化源流。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

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下，挖掘整理嘉陵江文化的历

史资源，探寻嘉陵江文化的内涵特色，对弘扬巴蜀文化，加强区域

合作，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创新与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南充市委、市政府对嘉陵江文化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开发、宣

传等工作，历来都是高度重视的。近年来，我们始终站在弘扬地方

文化与传统文化、积极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的高度，开展和举办了一

系列理论研讨活动、筹备拍摄影视剧等系列文化开发工作。南充地

处嘉陵江中游，文化多元，历史深厚， “嘉陵江文化与区域发展”

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既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嘉陵江流域各地之间

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汇集全国学术精英对嘉陵江文化的进

一步研究和深入探索，收获更多的文化理论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挖

掘嘉陵江文化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嘉陵江旅游文化品牌，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扩大区域合作应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本次研讨会能顺利召开，并取得预期效果，应该说是与省社科

联的大力支持，与社科界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是分不开的。

对推动我市乃至整个嘉陵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资源的综合

开发与利用，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认真学习借鉴各兄

弟地区区域文化研究的成功经验，以更大的力度、更有力的举措，

不断提高嘉陵江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不断推动嘉陵江流域

内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为全面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

展大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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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嘉陵江历史地理及沿革

近百年来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述评①

◎马 强 / 杨 霄

嘉陵江流域地跨川、渝、甘、陕四省，面积 160 000平方公里，具有十分

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源及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

刚、徐中舒、李旭旦、李承三等学者就对嘉陵江流的古代巴渝文化及自然地

理环境的演变进行过权威性开拓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考察资料，其中李

承三、林超等著《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上卷 《地形》②、下卷 《人生地

理》③ 与杨克毅等著《川东地理考察报告》④ 是这一时期嘉陵江流域地理研究

的代表性著作。前者详细介绍了嘉陵江流域的地形和经济地理概况。后者则

考察了以长江与渠江及嘉陵江的一部分流域之构造、地形、水系、气候、土

壤、农业、物产、人口与聚落等方面的情况。马以愚的 《嘉陵江志》⑤ 也是

当时不可多得的地理考察著作，作者自重庆溯流而上，历尽艰辛对嘉陵江干

流作了全程实地考察，并结合历史文献对沿岸名胜多有记述与考证，至今仍

然不失其学术价值。近年来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的交通

及流域中下游以洪水灾害为主的自然灾害研究方面。由于嘉陵江流域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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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 ( 编号:
09YJA770054) 阶段性成果。

李承三、林超、周廷儒、郭令智等: 《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上卷《地形》，《中国地理
研究所地理专刊》1946年。

林超、李承三、楼同茂、王成敬等: 《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下卷《人生地形》，《中国
地理研究所地理专刊》1946年。

杨克毅、谢觉民、朱克毅: 《川东地理考察报告》，《中国地理研究所地理专刊 2》1946年。
马以愚: 《嘉陵江志》，商务印书馆 194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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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地位，结合当前实际进行嘉陵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①。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史，以指导当下的研

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嘉陵江流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

1． 对嘉陵江上源的探讨

关于嘉陵江的源头 ( 正源) 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观点。王建纬

《古渝水考》②，梳理了古人对流江、渠江、嘉陵江的认识的变化。古人曾认

为流江为嘉陵江正源并称其为渝水，后来人们认识到嘉陵江源出陕西凤县，

并非古渝水———流江。汉唐之际，学者大多数认为嘉陵江发源于甘肃省天水

市汉水为正源 ; 宋代以来嘉陵江又以流经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故道河

( 两当水) 为主流。20世纪 40 年代，李旭旦 《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③

一文提出了白龙江应为嘉陵江之主流而非支流的观点，但白龙江的主流地位

并没有确立，嘉陵江正源所在更是无从确立。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四川省水

利电力厅主编《嘉陵江志》④ 则称嘉陵江有东西二源，东源为正源，出于在

陕西凤县西北; 西源为西汉水，出于甘肃天水市南。近年来易哲文、易瑜

《嘉陵江源流异议》⑤《嘉陵江源流在何处》⑥ 指出自古以来认为嘉陵江发源于

陕西凤州以北的观点已经过时，依据近代勘测和水文实测资料分析结果，以

白龙江为嘉陵江正源更为合理，嘉陵江的全河长度亦应由原来的 1120 公里更

正为 1280公里。2010年 6月，兰州大学联合西南大学共同开展了嘉陵江源科

学考察，确认白龙江在河长、流量、流域面积、源头海拔高度等多方面均优

于汉唐之际的西汉水和宋代以来传统意义的故道水，嘉陵江的主流应是源出

青藏高原东缘西倾山东端的郭尔莽梁德合拉卜哉峰北麓的白龙江，由此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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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强: 《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光明日报》2012年 2月 9日。
王建伟: 《古渝水考》，《四川文物》2001年第 4期。
李旭且: 《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地理学报》1941年。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 《嘉陵江志》1991年版。
易哲文、易瑜: 《嘉陵江源流异议》，《四川水利》2001年第 1期。
易哲文、易瑜: 《嘉陵江源流在何处》，《人民长江》200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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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定嘉陵江正源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西 7. 5 公里的曲哈尔登

泉水群，嘉陵江全河长度应更正为 1250 公里①。但是，这一观点仍然只是学

术界部分学者对 20 世纪 40 年代李旭旦等学术观点的一种现代回应，并未被

大多数学者及其国家权威职能部门所认同。为了正本清源，避免不必要的认

识混乱，长江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普查办联合组成考察组，先后深入汉江、

嘉陵江源头，对汉江和嘉陵江源头分别进行了现场查勘和综合考察。考察组

专家实际查看了源头河流的发源位置，实测了各个源头的流量、经纬度，平

面坐标及高程等数据，并开展了水文、地质、环境等多项数据采集和综合考

察。10月 22日，长江水利委员会普查办在西安主持召开了汉江、嘉陵江河源

考证座谈会。会议认为，汉江、嘉陵江河源的确认应充分考虑历史传承约定

俗成的原则，同时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以便准确量算河长、流域面积等

河流天然特征值，会议确定嘉陵江河源为陕西省凤县秦岭代王山，并将以此

作为全国水利普查资料，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水利建设中运用。有关报道称这

一论证“使得曾经一直争议不休的两江源头得到最终确定”②。不过，嘉陵江

的正源问题是一个科学学术问题，并非政府行政机构所能最后解决。可以预

见，嘉陵江下源问题的争议将长期存在，直到有完全让人信服的科学考察依

据形成之后方能尘埃落定。

2． 关于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植被的变迁及影响

嘉陵江流域在历史时期曾拥有非常广袤的森林，但数千年来在自然因素

与人为作用下，生态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对于嘉陵江流域乃至整个长江

上游地区植被的变迁及其影响，学界已经作了很多探讨。林鸿荣 《四川古代

森林的变迁》③ 对于历史时期四川地区森林的变迁作了开拓性的研究。马强

《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④ 一书收录了作者的二十多篇论文，其中有

多篇论文对嘉陵江上游地区历史时期森林分布情况作了研究，部分恢复了嘉

陵江流域历史时期的森林面貌。黄权生、马强 《明清嘉陵江流域 ( 涪、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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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昂、黄银洲、李勋贵等: 《嘉陵江源新探》，第八届中国水论坛论文摘要。
参见四川热点新闻网 2011 年 11 月 1 日新闻报道。http: / /www． rd． sc． cn /news /bendi /

7599． html。
林鸿荣: 《四川古代森林的变迁》，《农业考古》1985年第 1期。
马骚: 《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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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的森林变迁》通过对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森林植被的大量减耗过程、成

因的分析，指出明清两朝嘉陵江流域森林分布面积不断减少主要原因为农业

垦殖、皇木采办特别是移民大量迁入所致。但明代总体破坏较轻微，清代

“康雍复垦”和“乾嘉续垦”致嘉陵江流域森林遭受破坏空前严重。蓝勇《燃

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以近两千年长江上游为时空背景》① 指出清中

叶以来至 20 世纪 80 年代，包括嘉陵江流域在内的长江上游生物质燃料的危

机时期，也是从生物质燃料向非生物质燃料转换的转折时期。近十多年来，

由于液化气、煤炭、沼气、电力等非生物质燃料大量使用，燃料换代加速，

加上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实际生活人口减少、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虽然生物质

植物燃料在农村仍为主体燃料，但城市乡村的生物质燃料薪材采伐量大大减

少，森林生态环境的压力减弱。

3． 关于历史时期嘉陵江流域河流和水文、水利的变迁

对于历史时期嘉陵江水系变迁的研究起步很早，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

版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上卷中就有对嘉陵江南充至合川间河道变

迁史的论述，并认为略阳以上的嘉陵江原属于向东流注的汉水系统，以后被

南流的嘉陵江溯源侵蚀，穿越翠屏山而劫夺汉水上游所成。最近周宏伟 《汉

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② 一文也认为嘉陵江上游水系在历史时

期发生过重大变迁。该文称汉初以前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

公元前 186年发生的武都道大地震造成今陕西宁强汉王山一带山体发生巨大

滑坡阻断了古汉水，并在古汉水上游形成规模极为巨大的堰塞湖。至前 161

年，堰塞湖水南向溢流而夺古潜水河道下泄，又在龙门山以北的阳平关谷地

形成新的“大泽”。随着堰塞湖和龙门山以北“大泽”的相继消失，到约 8世

纪，嘉陵江“袭夺”古汉水上游的历史过程完成。但近来也有学者对这一观

点提出质疑，2011年 10月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马强教授带领研究生对甘肃天

水至陕西宁强段嘉陵江沿线作了实地考察，特别在周文所涉及的从阳平关到

代家坝一带进行了重点实地勘查，发现这一地段并不存在一般河流故道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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