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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前　 言

民间传统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并传承的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亦是一种由民间自主行为而形成的精神财富, 更是一种在民间世代相传的地

域文化; 产生并传承于民间, 反映的是基层民众共同的社会诉求和审美情趣。

正如冯骥才先生①所言, 灿烂的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 是 “中华

文化的一半”, 不仅凝结着炎黄百姓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 而且昭示着华夏

民族的个性与精神。

南充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 属丘陵地带, 嘉陵江纵贯全境, 其历史悠久,

加之明末清初外来移民众多, 故而民间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 千百年来,

南充民间忠义诚信的道德精神、 和睦乡里的民间规制、 勤劳淳朴的民风民俗、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斑斓多姿的民间艺术, 以及精美绝伦的民间工艺等等,

不仅记载着南充社会的历史变迁与信息, 折射出基层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观念,

反映了南充人民的精神追求与智慧, 而且还包含有许多激励人们向上崇善的

思想内容, 蕴藏着大量适于调整社会关系与解决社会难题的重要启示。

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 人类社会交往的全球化, 以及人

们生产与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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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骥才 (1942—　 ), 男, 当代著名作家、 文学家、 艺术家, 曾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 国际笔
会中国中心会员、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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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抢救工作, 担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并致力于推动民间文化的保护与
宣传工作。



□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概论

所未有的严重冲击, 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形态正在迅速减退甚至消

亡, 其文献资料也在不断散失, 故而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抢救与整理的紧

迫性已时不待人。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并借鉴省内外的经验, 2012 年 3 月,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搜集、 整理与调研工作正式启动。 四年来, 通过全市上下

包括许多乡镇、 街道的相关领导及文化专干通力合作, 尤其是通过一批专家、

学者的艰辛努力, 形成了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书系” 的工作成果。 “书系”

共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概论》。 这是一部带研究性质的专著, 全书共分

七章和附录, 其内容涵盖了南充方言俚语、 民间风俗、 文学、 艺术, 以及民

间规制、 古镇与码头文化等各个方面; 论述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与南充的自

然地理、 人文传统的关系及特点, 并分析了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中的困境,

提出南充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思考与建议。 在附录中, 还表列有

“南充市国家、 省、 市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镇 (乡)、 村名录” “南充市国

家及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南充市国家及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

录” “南充市现存历代字库塔一览表”, 以及 “南充市 100 年以上的古镇

(乡)、 码头一览表”。

二是带有文献性质的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资料” 丛书。 我们按照民间传

统文化的分类, 并依据南充民间文化的特点及所收资料的具体情况, 将丛书

编辑为十辑, 即 《南充方言》 《民间风俗》 《民间故事》 《民间歌谣》 《谚语·

歇后语·楹联·碑记》 《民间音乐》 《民间艺术》 《家训族规》 《民间建筑》 以

及 《古镇·码头》。 其中, 《南充方言》 对较为复杂的南充官话方言, 尤其是

对在南充范围所存在的客家方言岛、 湘方言岛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说

明; 《家训族规》 对南充境内所收集到的 80 余部家训族规进行了点校与注释,

它们中制定时间最早的为唐、 宋时期, 以清代为最多, 其内容丰富并具有时

代性、 典型性与代表性。 此外, 其他各册均较为全面地收集有南充境内相关

的文献资料, 不仅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广, 而且文化形态种类亦多, 其中不少

历史资料如民间故事、 歌谣、 音乐, 以及楹联与碑记等均为抢救性的整理与

保存。

三是影像资料, 这是一套以历史照片为主体的影像图集, 共收存了不同

时期的一千四百余幅新老图片, 共分为 《民间艺术》 《民间风俗》 《码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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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古建筑》 三册。 它们记录与承载着众多具有实物形态的民间文化历史信

息, 更是一种直观而形象的南充民间传统文化史料。

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历时久远, 且具体内容宽泛庞杂, 由于有的资料已

经散失, 有的又因碑刻破损而字迹模糊, 或因文献资料的残缺错漏, 或因来

自民间人士的转述等原因, 故而上述成果中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不足。

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 尤其是基层民

众的热情参与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在此次资料的收集、 整理与研究过程中, 我们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我们相信, 民间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定会

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并为推动南充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

化全面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们期望, 此后有更多的人士来关心和从事民

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让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花朵在中华文化的百

花园中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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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

第一章　绪　

□　

论

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 嘉陵江中游, 地处北纬 30°35′-31°51′、 东

经 105°27′-106°58′之间, 南北跨度为 165 公里, 东西跨度有 143 公里, 东与

达州相邻, 南与广安接壤, 西与遂宁、 绵阳相连, 北与广元、 巴中毗邻, 自

古以来, 这里就拥有 “西通蜀都、 东向鄂楚、 北引三秦、 南联重庆” 之地利。

南充市现辖 3 区 (顺庆区、 高坪区、 嘉陵区) 5 县 (西充县、 南部县、

仪陇县、 蓬安县、 营山县)、 代管 1 市 (阆中市), 幅员约 1. 2479 万平方公

里, 人口 742. 33 万 ( 2015 年), 是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市。 南充历史悠久,

“其民纯朴好义, 弗事华侈”, “家诗户书, 人物甚盛”①, 加之美丽的嘉陵江

流经全市, 故而南充拥有众多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享誉国内外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北灯戏” “川北大木偶” “川北皮影” “阆中正月

十六游百病” “阆中手工打结丝毯”② 就源于辖区内的仪陇县、 南部县和阆中

市。 南充境内还有被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阆中市、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的阆中市老观镇与 “中国传统村落” 的阆中市天宫院村, 以及百年以上的古

镇近 200 个。 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与聪慧而勤劳的南充人民给我们这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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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 《南充县志》 (嘉庆十八年刻本), 顺庆区地方志办公室 2011 年 11 月重排线装点校本上
册, 第 27 页。 特别注释: 该 《南充县志》 版本初刻于清代嘉庆十八年 ( 1813), 但增辑于咸丰七年
(1857), 故而该书实应为咸丰七年增辑本。

“川北灯戏” 与 “川北大木偶” 于 2006 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川北灯戏” 源
于阆中市老观镇等地, “川北大木偶” 源于仪陇县马鞍镇等地; “川北皮影” 于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 “川北王皮影” 源于阆中市, “马王皮影” 源于南部县; “阆中正月十六游百
病” 于 2013 年以 “传统体育”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阆中丝毯织造技艺” (即 “阆中手工
打结丝毯” ) 于 2014 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扩展项目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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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留下了极为丰富多彩、 斑斓多姿、 种类繁多的民间传统文化。

第一节　 南充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与民间传统文化

行政区划的设置与本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密切, 而民间社会人们的

相互交往与其相互影响又是民间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来

讲,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 人们的相互交往主要在两个范围里进行, 一是

血缘 (即家族) 范围, 二是地域范围, 也正是这一原因, 人们在习惯上、 心

理上长期形成了较为浓烈的家族观念与乡土观念。 而行政区划的隶属, 又往

往与地域范围内人们之间的交往密切相关, 如同一行政区划内人们的交往度

与亲密度就远比非同一行政区划内的人们相对强烈得多, 这种现象在今天都

还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因此, 要了解南充民间传统文化的概况与特点,

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南充市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一、 南充市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 南充这里就有先民居住, 在夏

朝初期出现了 “有果氏之国”①, 殷商属巴国, 周为巴子国属地。 战国时期,

巴子国国都于公元前 330 年前后迁至阆中,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 (前 316) 秦灭

巴, 十一年 (前 314) 在现境内置阆中县, 隶属巴郡。② 秦代郡县建置依旧。

西汉时期, 地方实行州、 郡、 县三级制, 今南充境内分原阆中辖地置阆

中、 安汉 (今南充)、 充国 3 县, 属益州巴郡, 新莽时曾更安汉县为安新县。③

东汉兴平元年 (194) 境内置巴郡 (郡治安汉), 辖安汉、 阆中、 西充国 (由

充国更名)、 南充国 (分充国县置) 4 县。④ 建安六年 (201) 改巴郡为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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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传说在夏禹和夏启时期, 当时居住在现南充辖区内的部落首领每年都要去安邑都城进贡柑橘,
故被封为 “有果氏之国”。

当时阆中县县治在现阆中市保宁镇, 巴郡郡治在江州县, 即现今重庆市市中区。
安汉县为汉初纪念纪信 “荥阳诳楚, 舍身安汉” 之功而置, 县治在今顺庆区舞凤乡清泉坝五

里店; 充国县治在今阆中市木兰乡; 益州州治在当时的成都县, 即今成都市区; 巴郡郡治仍江州县未
变。

南充国县系分充国县而置, 治所在今南部县柳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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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郡治迁阆中, 仍隶属益州。 三国蜀汉、 西晋、 成汉时期, 郡县依旧。①

东晋时期, 由于战争频繁, 故而地方建置亦较混乱, 现南充境内除原有

巴西郡辖西充国 (郡治由阆中迁至此地)、 南充国、 安汉、 羔羊县 (今仪陇县

境) 4 县外, 在东晋末期又分巴西郡, 另置北巴西郡, 阆中为北巴西郡郡治。

南朝宋时, 巴西郡为僚人所聚, 郡县迁今绵阳市境内侨置, 辖境内阆中 (郡

治)、 安汉、 西国 (西充国改)、 南国 (南充国改)、 羔羊等县。 南朝齐时,

郡县建置依旧。

公元 581 年,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 从而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

文帝开皇三年 (583), 全国整理行政区划, 实行州、 县二级制, 在今南充境

内设置 14 县, 分属蓬州 (州治安固县, 即现营山县安固乡)、 隆州 (州治阆

内县, 由阆中县改名而来) 与涪州 (州治石镜县, 即今重庆市合川区合阳镇,

境内汉初县属之)。 开皇十八年 (598), 改安汉县为南充县。

唐代, 境内置果州南充郡、 阆州阆中郡和蓬州蓬山郡, 分属剑南东川道

和山南西道, 辖南充、 相如、 西充 (分南充县而置)、 阆中 (阆内改名, 州郡

治)、 南部、 新井、 奉国 (今阆中境内)、 新政、 蓬山、 仪陇等 19 县。 五代

时, 州县设置未变。 后唐于明宗天成四年 (929), “ ‘割阆、 果二州置保宁

军’, 此为其后保宁建府名号由来之始。”②

北宋, 境内置果州和阆州、 蓬州 3 州, 分属成都府路和利州路, 辖南充

(果州州治)、 西充、 相如、 阆中 (阆州州治)、 南部、 新井、 奉国、 新政、

西水县, 以及蓬池 (蓬州州治)、 仪陇、 营山、 伏虞、 良县等 14 县。 南宋时

期共 15 县, 果州辖南充 (州、 府治)、 西充、 相如 [宝祐六年 (1258) 划属

蓬州]、 流溪 4 县, 阆州辖阆中 (州治)、 南部、 新井、 奉国、 新政、 西水

(苍溪) 6 县, 蓬州辖蓬池 (州治)、 仪陇、 营山、 伏虞、 良山 (后增辖相如)

5 县。 南宋宝庆三年 (1227), 果州南充郡升为顺庆府 (府治南充), 隶潼川

府路。

元朝在全国实行行省制, 行省之下为路、 府 (州)、 县。 南充境内设有顺

庆路顺庆府, 领南充、 西充 2 县; 广元路保宁府③, 领阆中、 南部、 苍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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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但从三国蜀汉始, 南充国县治所便由今南部县柳驿乡迁往南部县南隆镇。
参看 《南充市志》 (1707-2003) 上册, 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61 页。
至元十三年 (1276), 阆州升为保宁府, 不久改为保宁军, 后仍改为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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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顺庆路蓬州, 领相如、 仪陇、 营山 3 县。

明代时南充隶四川布政使司, 境内置 2 府, 辖顺庆府南充、 西充县和蓬

州、 营山、 仪陇县, 以及保宁府阆中 (府治)、 南部等 1 州 6 县。 清代时南充

隶四川省, 境内置川北道和保宁府 (道、 府治阆中)、 顺庆府 (府治南充),

辖阆中、 南充、 南部、 西充、 营山、 仪陇和蓬州 (县级州) 等 1 州 6 县。

1912 年, 中华民国成立, 南充隶四川省, 民国 3 年 (1914), 境内改川北

道为嘉陵道, 辖南充 (道治)、 阆中、 南部、 西充、 营山、 仪陇、 蓬安 (原蓬

州) 等 7 县。 民国 24 年 (1935), 境内置第十一行政督察区 (区治南充), 辖

南充、 蓬安、 营山、 仪陇、 西充、 南部等 6 县, 阆中时隶属第十四行政督察

区。 在这期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 1932 年冬至 1935 年春, 在陕南

和川北一带曾建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 南充境内当时先后建

立有 1 个中心县委与 8 个县 (市) 委。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南充境内各市、 县隶属川北人民行政公

署 (省级行政区)①, 辖南充市 (川北行政区治, 区直辖市) 与南充、 西充、

南部、 仪陇、 营山、 蓬安 6 县, 隶属南充专区 (治今岳池县九龙镇), 时阆中

县隶属川北行署区剑阁专区。 1952 年撤川北行署区隶四川省, 南充专区区治

迁南充, 辖县未变, 南充市改属南充专区。 1953 年撤剑阁专区, 阆中县划属

南充专区。 1968 年南充专区更名南充地区。 1991 年 1 月阆中撤县建市。 1993

年 7 月, 撤南充地区、 南充市 (县级) 及南充县②, 设立南充市 (地级), 辖

顺庆 (市治)、 高坪、 嘉陵 3 区及西充、 南部、 仪陇、 营山、 蓬安 5 县, 阆中

市由省直辖, 由南充市代管。

二、 南充行政区划的变迁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民间传统文化的角度思考, 南充行政区划变迁对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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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50 年, 中国地方政权的设置进行了重大变革, 在原四川省境内设置有川东、 川南、 川西、
川北 4 个省级行政公署, 行政公署下设置专区, 专区之下设县。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驻南充市, 辖南充
市和南充、 遂宁、 达县、 剑阁 4 个专区 35 个县。 1952 年 8 月, 4 个省级行政公署撤销, 9 月, 四川省
人民政府成立。

原南充市 (县级) 更名为顺庆区, 同时又在原南充县辖境分设高坪区、 嘉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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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上的政区地名在民间文化中的使用

一般情况下, 一个区域的民间传统文化, 如民间艺术或者特产美食的名

称往往都会在其前冠以行政区划的名称以示区别, 南充亦是如此。 但由于南

充民间文化的历史较早, 故而许多民间艺术与特产美食的名称大多是因南充

历史上的政区地名而来。

在南充, 长期流行于民间的灯戏、 大木偶、 皮影、 剪纸等民间艺术, 由

于南充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时为川北道的所在地, 加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又是川北行政公署的所在地, 人们习惯在其名称前冠之有 “川北” 二

字, 故它们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的定名亦为 “川北灯戏” “川北

大木偶” 与 “川北皮影”, 外地也将南充各县 (市)、 区流行的民间剪纸亦通

称为 “川北剪纸”。

此外, 南充的许多名特食品亦是如此。 如 “川北凉粉” 发源于清末民初,

原由南充县江村坝农民谢天禄在现顺庆城区中渡口搭棚卖担担凉粉, 因他的

凉粉制作精细便因此有了名气。 随后农民陈洪顺在此基础上使凉粉制作工艺

得到进一步完善, 其名声大噪, 享誉川东北一带, 现已由一农舍小食成为川

菜代表性的著名小吃和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 “中华名特小吃”, 它同样因当时

南充为川北道的所在地且后又是川北行署的首府而故名为 “川北凉粉”。 南充

顺庆区的羊肉粉是南充乃至川北名特小吃之一, 早在清代它就已深受民众喜

爱, 名声远播, 由于当时南充县为顺庆府治所在地, 故被称之为 “顺庆羊肉

粉”。 在阆中, “保宁白糖蒸馍” 为一大名食, 系清乾隆时回民技师哈公奎所

创, 因当时阆中县为保宁府治, 因而亦称为 “保宁白糖蒸馍”①。 “保宁醋”

是四川阆中的传统名产, 为中国 “四大名醋” 之一, 始创于明末清初, 迄今

已有 400 多年历史, 同样因阆中县当时为保宁府治故称之为 “保宁醋”。 此

外, 南充的其他知名农副产品的名称大多也在其前冠以所隶属行政区划的名

称, 如 “充国香桃” 也因其产地西充县在西汉时为充国县而取此名; 南充知

名品牌 “奉国大米” 也因产自阆中市老观山区 (南北朝西魏直至南宋时属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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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阆中县志》 记载: “川中之麦皆花于夜, 邑中之麦有独花于午者, 故其面特佳。 旧志云,
面为保宁最知名, 取南麦碾细, 用重罗筛之, 白如干雪, 蒸为馒首名曰蒸馍, 远至千余里外。 虽外霉
内燥, 去其霉以水浸之, 纵隔数月, 蒸之移时, 而色味香如故。 外来客商多于县中购面及蒸馍以作馈
品。” 参看 《阆中县志》 (帝制时期), 阆中县志编修委员会 1982 年自印本, 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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