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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健康养生小镇是花园古镇的品牌

·涂继东·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宏伟目标，指出要深度挖掘特有文化，传承成都故事和民风民

俗，留住天府文化的根脉和记忆。成都市郫都区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也明确指出，

要强化城市文脉管控，在城市建设中充分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打造一批

具有文化内涵的历史街区和城市景观。

郫都区西陲小镇——花园镇从西汉时代的雍店走到宋代时，便已经发展为古郫

县的三大集镇之一，成为温郫崇新灌的烟麻集散中心，也成为古郫县的商贸税收支

柱。之所以用“花园”命名，是因为它在西汉的时候就是淮南王的后花园，到了明

代，又成为崇宁王骑射练武的后花园。所以花园古镇的景观苗木花卉面积达全域面

积的85%以上，万顷碧波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现代科学表明，人们赖以长寿的根本是绿色生态的自然环境，包括宜居的气

候、新鲜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卫生的水源、绿色的村庄、和睦的四邻和赏心悦目

的美食等优质资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标准，清新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为每

立方厘米空气中不低于1 500个，而花园镇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达3 000个，

是世界卫生组织划定标准的两倍以上。由此，花园古镇成为大都市近郊生态宜居、

健康养生的名胜福地，获得长寿小镇的美誉。据2016年统计，全镇80岁以上老人达

591名，占常住人口的2.5%，其中90岁以上63人，100岁以上3人，位居郫都区第一。

于是，追求健康养生的机构、企业和科研人员纷至沓来。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

自然环境成为花园古镇的亮点和特色，健康养生胜地成为花园古镇的优质品牌。随

着成都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发展要求，以及郫都区实施

“双创高地、生态新区”的战略部署，一个千载难逢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摆在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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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民的面前。

2016年，花园镇重启场镇整体搬迁改造，对场镇按照“健康养生小镇”的目标

定位进行规划建设。健康养生小镇的新面貌，涉及形态、生态、文态和业态。从理

论上讲，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文化肌理和文化结构，而这种文化层面的因素一方面

通过语言、称谓、观念、习俗等无形的文化形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通过建筑、

街道、河流、雕塑等一系列有形景观要素体现出来。为了让花园这个健康养生小镇

在成都乃至西部地区脱颖而出，在创建过程中，赋予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使它区

别于其他集镇的主要措施。花园健康养生小镇的建设目标是“融入优雅传统建筑、

弘扬悠久传统文化、打造优美养生环境、营造健康悠闲生活方式”。

为此，本书特地邀请花园镇人、县志办原主任、现任郫都区老科协会长卫志

中先生，牵头收集花园镇地区无形的文化载体，并经过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的工作

编著而成，交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一是为了提炼和精选一批

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融入健康养生小镇的建设中；二是为了

保留古镇文化肌理和文化结构元素，为居民创建“望得到田，看得到水，记得住乡

愁”的“宜居宜养、宜业宜游”的美丽乡镇；三是为了深入挖掘花园古镇优秀传统

文化的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延续古镇文脉；四是便

于对外传播和普及，进一步提高花园康养小镇的知名度，塑造康养小镇的优质品

牌；五是为了对花园古镇居民，尤其是对花园古镇的青少年开展“爱党、爱国、爱

家乡”的教育。

（作者为中共花园镇党委书记）



目　

录

001

目　录

古镇风采

康养宝地花园镇……………………………………………………………………… 002

花园镇的建制沿革 ………………………………………………………………… 006

古镇花园场 …………………………………………………………………………… 013

位于龙脊的风水宝地 ……………………………………………………………… 013

三段四巷的格局 …………………………………………………………………… 013

街房和封火墙 ……………………………………………………………………… 015

五世同堂牌坊和贞洁牌坊 ………………………………………………………… 016

从甕春剧院到花园影剧院 ………………………………………………………… 017

市政建设 …………………………………………………………………………… 017

花园场的打更匠 …………………………………………………………………… 019

各街巷和标志性建筑物 …………………………………………………………… 019

古楠、古柏和古银杏 ……………………………………………………………… 021

花园的交通和运输 ………………………………………………………………… 022

川西坝子最大的麻市 ……………………………………………………………… 026

天不亮的麻市 ……………………………………………………………………… 027

上市的麻类 ………………………………………………………………………… 027

麻店和麻客 ………………………………………………………………………… 028

“代号”和“秤杆子” …………………………………………………………… 028

剥麻匠和麻贩子 …………………………………………………………………… 029

麻价 ………………………………………………………………………………… 030



002

绾麻匠和车脚 ……………………………………………………………………… 030

麻市的斗争 ………………………………………………………………………… 031

火麻的生产和加工 ………………………………………………………………… 031

花园场的烟叶 ………………………………………………………………………… 035

旧时的市场和交易隐语 …………………………………………………………… 041

市场 ………………………………………………………………………………… 041

交易隐语 …………………………………………………………………………… 043

沿街商铺与特色 …………………………………………………………………… 045

对私改造 …………………………………………………………………………… 046

津津有味话美食……………………………………………………………………… 048

花园腌肉 …………………………………………………………………………… 048

肖鸡肉 ……………………………………………………………………………… 052

小食酥锅盔 ………………………………………………………………………… 052

罐罐肉 ……………………………………………………………………………… 053

火锅、牛肉、凉菜和其他 ………………………………………………………… 054

历史上的庙宇和会馆 ……………………………………………………………… 055

第一类，供奉祖先和圣人的祠庙类 ……………………………………………… 055

第二类，供奉各省祖先的会馆类 ………………………………………………… 061

第三类，供奉佛教形象的寺庙类 ………………………………………………… 063

万寿宫清明会碑记 ………………………………………………………………… 068

百米长龙拜花园……………………………………………………………………… 070

中华豆腐的发源地

神仙豆腐石磨情……………………………………………………………………… 076

秦汉西南第一店 …………………………………………………………………… 076

雍华巧手点豆花 …………………………………………………………………… 077

淮南王因祸得福 …………………………………………………………………… 081

吃女人豆腐的由来 ………………………………………………………………… 086

神仙豆腐 …………………………………………………………………………… 087



目　

录

003

传统豆腐的制作工艺 ……………………………………………………………… 089

常见的豆花儿和豆腐菜肴 ………………………………………………………… 091

肉豆花儿 …………………………………………………………………………… 091

荤豆花儿 …………………………………………………………………………… 091

魔方豆花儿 ………………………………………………………………………… 092

美人照镜 …………………………………………………………………………… 092

熊掌豆腐 …………………………………………………………………………… 093

口袋豆腐 …………………………………………………………………………… 093

成都的麻婆豆腐 …………………………………………………………………… 094

鸡虾豆腐 …………………………………………………………………………… 094

豆腐宴 ……………………………………………………………………………… 095

豆腐帘子 …………………………………………………………………………… 095

黄豆与郫县县名的历史渊源 ……………………………………………………… 096

豆腐的营养价值……………………………………………………………………… 098

历史回音

哥老会：从革命的同盟军到革命的绊脚石 …………………………………… 102

吃大户与划米口袋 ………………………………………………………………… 106

花园地区土匪暴乱始末 …………………………………………………………… 108

阴谋策划 …………………………………………………………………………… 108

阴谋活动 …………………………………………………………………………… 109

调兵遣将 …………………………………………………………………………… 110

发动暴乱 …………………………………………………………………………… 111

围剿土匪 …………………………………………………………………………… 112

平息暴乱 …………………………………………………………………………… 114

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 ………………………………………………………… 116

除“四害”，吆“麻雀” ………………………………………………………… 118

花园乡群众请办人民公社大会 …………………………………………………… 120

公社化“大兵团作战” …………………………………………………………… 127



004

人民公社初期的“公共食堂” …………………………………………………… 129

五斗口堰乌金宝锣的传说 ………………………………………………………… 131

木鱼山的传说 ………………………………………………………………………… 133

邋遢堰的传说 ………………………………………………………………………… 135

龙王殿和三脚蟾的传说 …………………………………………………………… 136

七里香的传说 ………………………………………………………………………… 137

乡土记忆

土主寺的前世今生 ………………………………………………………………… 140

莫文泰撰写的《土主祠碑记》 …………………………………………………… 145

白鸽村与柏濩庙……………………………………………………………………… 148

八角村与八角庙 …………………………………………………………………… 148

八角庙与“白鸽”“白鹤”“柏濩”的关系 …………………………………… 148

皇城探源 …………………………………………………………………………… 150

筒春村还是同春村 ………………………………………………………………… 152

关于筒春村 ………………………………………………………………………… 152

袁家拱背桥 ………………………………………………………………………… 153

骆家滩与骆家牌坊 ………………………………………………………………… 153

同春桥的传说 ……………………………………………………………………… 154

关于三邑村 ………………………………………………………………………… 154

悦来场 ……………………………………………………………………………… 155

窦家堰 ……………………………………………………………………………… 155

花卉苗木产业 ……………………………………………………………………… 156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 ………………………………………………………………… 157

每一个小村都有故事 ……………………………………………………………… 158

麻柳村 ……………………………………………………………………………… 158

筒春村 ……………………………………………………………………………… 160

新民村 ……………………………………………………………………………… 160

永和村 ……………………………………………………………………………… 162



目　

录

005

共河村 ……………………………………………………………………………… 164

隆福村 ……………………………………………………………………………… 165

永泉村 ……………………………………………………………………………… 168

七里香村 …………………………………………………………………………… 171

白鸽村 ……………………………………………………………………………… 173

江安村 ……………………………………………………………………………… 173

地灵人杰

花园场古代教育记事 ……………………………………………………………… 178

郫县古兴乡新建学校并立乡贤祠记（碑记） ………………………………… 182

魁星阁与魁星会……………………………………………………………………… 183

教书育人卫道凝……………………………………………………………………… 185

杨宇膏和儿子杨湘萍 ……………………………………………………………… 189

日本女士德永龟子首创成都乡村女子职业学校 ……………………………… 191

第一所保校的始末 ………………………………………………………………… 194

水利专家杨志峋……………………………………………………………………… 196

医生世家 ……………………………………………………………………………… 199

四川省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开拓者——张仲扬教授…………………………… 201

刻苦学习，获博士学位 …………………………………………………………… 201

到农村为贫苦村民服务 …………………………………………………………… 202

开诊所为基层群众服务 …………………………………………………………… 203

川医呼吸内科的创始人之一 ……………………………………………………… 203

下乡抢救危重水肿病人 …………………………………………………………… 204

诲人不倦，育才数以千计 ………………………………………………………… 204

寿近期颐，誉满川医 ……………………………………………………………… 205

青海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创始人——张光武教授 ……………………………… 206

焚膏继晷，终获博士 ……………………………………………………………… 206

出类拔萃，很快晋升讲师 ………………………………………………………… 206

青海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创始人 …………………………………………………… 20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6

艰苦的青海生活 …………………………………………………………………… 208

迎接新的挑战 ……………………………………………………………………… 208

胸外科专家张光鑫 ………………………………………………………………… 209

医生世家，医学博士 ……………………………………………………………… 209

胸外科专家，医院胸外科主任 …………………………………………………… 209

应邀国庆观礼，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宴 …………………………………………… 210

研究成果丰硕 ……………………………………………………………………… 210

《肯堂先生联语》欣获记 ………………………………………………………… 211

百年坎坷话肖萸……………………………………………………………………… 215

廖洪顺与川西园艺 ………………………………………………………………… 219

周启志先生的《花园风情》 ……………………………………………………… 221

民国时期花园场的小学生作文三篇 …………………………………………… 224

春江垂钓记 ………………………………………………………………………… 224

记地震 ……………………………………………………………………………… 225

听鹃记 ……………………………………………………………………………… 225

后　记

故乡的那片云彩 ………………………………………………………… 卫志中　227



古镇风采

三千年前，郫县曾为古蜀国的都城；而郫县作为县城，也有两

千三百余年的历史了。郫县辖区内的花园古镇，也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岁

月沧桑。它的前身，是在西汉初期就有记载的雍店，比相邻几个县城的

岁月还要古老。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两千余年的花开花落，两千余年

的朝晖夕照，两千余年的人来人往，给古镇留下了几多故事？几多印

痕？几多风采？几多人情？ 



002
康养宝地花园镇

花园镇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位于成都市郫都区西南部，距郫都区区政府所

在地郫筒街道（原郫县县城）12公里1，距成都市区20公里，有IT大道和郫花路直

达。温郫彭快速通道纵横全镇，交通十分便捷。花园镇东与友爱镇、安德镇接壤，

北和唐昌镇为邻，西与都江堰市崇义镇、土桥乡相连，南和温江区寿安镇玉石乡共

饮一江之水。辖区东西最大距离3.94公里，南北最大距离6.1公里，总面积24平方公

里，人口密度975人/平方公里。

花园镇地形较平坦，由西北到东南逐渐下降，相对高差1～2米。最高点在共河

村3组，海拔高度620米；最低点在白鸽村4组，海拔高度590米。

距花园镇北边3公里有一条界河叫走马河，走马河流经隆福村和永泉村，过境长

度为3 750米，流域面积67 500平方米，流到成都就成了清水河，进了城就是有名的

锦江。距花园镇南边3公里有一条界河叫江安河，江安河流经筒春村、江安村、白鸽

村，过境长度为5 580米，流域面积77 800平方米。下游经双流华阳并入府河。

这两条河都发源于都江堰的内江，相距不到6公里，把花园镇围在中间。靠这两

条河的上游开了若干支渠，比如走马河右岸的支渠五斗口堰，堰高3尺2，宽3丈3。

由五斗口堰起水的下游河流，称为五斗口河。五斗口河再分甲乙丙丁4条农渠，基

本上解决了花园镇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而且是完完全全的自流灌溉，比自来水还好

使用。五斗口河下段各农渠的名称，一段一段的民间叫法不同，所以过去写《郫县

志》的时候，按顺序排了甲乙丙丁支的名称，便于指代。

1　1公里=1000米
2　1尺≈0.33米
3　1丈≈3.3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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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口河的甲支为主流，从花园场南边的麻柳村经过，往下游的友爱、清河直

至德源乡。五斗口河的乙支经过土主祠，再分流从花园场的两边潺潺而下。

乙支流到花园场西边的土主祠，在祠前沿围住祠堂的楠木树林转了个弯，形成

了祠堂前的流水。祠堂前的流水又分了一支，经过同心桥，流向花园场的南边，成

为花园场南边居民的生活用水。祠堂前的流水主流则经过了花园场的北边，成为花

园场北边居民的生活用水。北边这条主流，被人们称作戴家沟。戴家沟流到中场的

位置，笔者小的时候看到有一座高高的石拱桥，桥下是一个大水沱，居民挑水，小

孩游泳，水牛滚水都在那里。大人说这里淹死过人，所以小时的笔者总是小心翼翼

地过那座石拱桥。

花园场就建筑在这两河两溪之间。场基是一条隆起的狭长土地，风水先生说这

是一条龙的脊背，是块养生的宝地。在龙的脊背上建设的场镇，你还愁被水淹吗？

你还愁没有水喝吗？当年修建花园场的主子淮南王刘长，就是黄老之道的忠实信

徒。实践证明，两千多年来，花园场既没有遭过干旱，也没有遭过水灾。

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生活生产条件，养育了花园，养富了花园，也养大了

花园。花园场成为一个超级市场，其集市贸易辐射到周边二三十里1的小场。宋代开

天辟地设置集市贸易镇这一建制时，花园场首批列入，成为古郫县的三大镇之一。

过去郫县增加粮食生产的主要途径，一是水系重新调整，“沟端路直树成

1　1里=500米

走马河花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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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开了直沟，节约了水系用地；二是实现“条田机耕新农庄”。新农庄没有

实现，但把高坡平掉填旧沟，耕种面积增加了，经过若干年的农田基本建设，烂漕

田改成了良田，粮食总产量越来越高。

按照水系调整的规划，花园场的西边开了一条人工横河，因当时的花园称为向

阳人民公社，所以这条横河叫向阳支渠，后来向阳恢复为花园了，横河就叫花园支

渠。因为自然形成的河道中的河水总是由西向东流的，而人工横河则是北水南调，

所以老百姓叫它横河。该横河经都江堰崇义镇走马河起水经永和村、筒春村，尾水

交会江安河，全长4 280米。横河把走马河与江安河连接起来，横河的东岸又开有9

条斗渠、从北到南，依次命名为一斗渠、二斗渠、三斗渠……直至九斗渠，流域面

积34 500平方米。斗渠的宽窄不一，宽的犹如过去的碾沟，冲得动水碾。斗渠上又开

毛渠和溪流，就像树上的丫枝绿叶，发散开来，自由灌溉着花园的土地。花园镇24

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有90％的土地种植了花卉苗木和庄稼，空气中的负氧离子

含量高达3 000个/立方厘米；地下水质优良，富含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矿物质。花

园镇流水淙淙，植被茂密，生态环境非常优美，总体气候特征为亚热带湿润气候，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常青。20年年平均气温14.8℃，最高年15.4℃，最低年

14℃。最热7月，均温24.2℃，最冷1月，均温5.1℃。历年平均降雨量1 000毫米，无

水灾旱灾发生。历年平均湿度84%。常年空气质量保持在Ⅰ级。

所以花园素有长寿小镇的美誉，是生态宜居、健康养生的美景胜地。据2016年

底统计，全镇80岁以上老人达591名，占常住人口的2.5%，其中90岁以上63人，100

岁以上3人，高寿人员位居全区第一，是成都市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

在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都市新区，全镇推进特色示范镇建设的旗帜下，传统

农村正在向现代都市新区转型升级，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型升级，传统

农民正在向现代新型居民转型升级。花园镇正在依托良好的生态本底，以健康养生

产业为支撑，以大力推进“一城两廊三区多点”建设为抓手，推进“产业高端化、

农村景区化、就地城镇化”，努力把花园建设成为成都乃至西部地区独具魅力、富

有特色的健康养生小镇。

所谓“一城两廊三区多点”，即：

（1）以场镇“一城”为核心，建设养生休闲城。秉承“生态、形态、业态、文

态”四态合一的理念，大力推进场镇整体改造建设，打造以休闲养生产业为支撑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区。

（2）以生态“两廊”为载体，打造养生休闲旅游环线。充分利用江安河、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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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两河走廊自然生态资源，倾力打造两河沿线集生态有机农业、乡村休闲度假、田园

生态居住于一体，体现原生态、乡村味、慢生活的高品质休闲旅游体验区；打造“景

在路旁、路在景中”的农旅“微景区”；引进养生产业项目，打造集生态科技、生态

农业、生态休闲、生态观光为一体的生态景观长廊。

（3）以精品“三区”为依托，培育健康养生产业链。加快建设IT大道以北万亩

高端有机农业观光示范区、IT大道以南万亩精品苗木示范区、IT大道沿线创意园林展

示区等“三区”。实现花木产业和旅游产业联动发展。构建集药浴疗养、健康食疗、

休闲养生等为一体的健康养生产业链。

（4）以新村“多点”为支撑，建设健康养生第一镇。做大做靓筒春村——“全

国文明村”“川西健康养生第一村”的文化名片。采取“小规模聚居、组团式布

局、微田园风光、生态化建设”方式，全面打造“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健

康养生美丽新村。进一步促进产村整合、农旅融合、一三产业的互动发展。

美丽新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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