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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经过多次校核验收，达到标准化、规范化，是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特别是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经过多次审慎核定，由县人民政府发

布通告施行，具有法定意义。因此，各单位和个人今后在使用古蔺县地名时，均应以本地名

录为准。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是按县统计局1980年底的上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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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是个山区县，幅员3657平方公里。辖11个区，2个镇，83个公社，701个大队、23

个居民委员会和13个两级所有制的生产队。长期以来，由于地名无史料记载，民间讹传，误

称较为普遍，失去了地名的本来涵意。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搞“一片红”，使地名更加

混乱，给四个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对地名普查工作的有关规定，从1981年5月起，至

1982年2月止，以九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对我县重名和序数命名的一个

区、一个镇、14个公社，310个大队(含13个两级所有制的生产队)和37条街、路，巷，按照

审批程序作了更名和重新命名。同时，以1：5万地图(1963—1967年版)为基础，对6675

条地名进行了逐条核调，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新增了1299条地名。对原图上错音的121

条，错字的157条，错名的56条，错位的5条地名作了纠正。上报了四项成果，经省，地验

收，符合规定，至此，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以来的混乱状况。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发挥作用，根据上级规定，将全县地名普查主要成果汇编成

《四川省古蔺县地名录》。本《地名录》共收集了各种地名概况104篇，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

行政单位及驻地(含13个两级所有制的生产队)，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

业单位，革命纪念地等6675条地名，加注了拚音，并在备注栏内作了简要的注释，参照l。

5万地形图缩制成l；20万地图，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名称，每条地名按首字笔画顺序

编了索引，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编了音序索引，收集了能反映我县风光概貌、工农业生

产新貌、土特产及文物古迹的照片26幅。为了记录历史变更，我们在附录中增加了古蔺县历

次行政区划变更表。

《四川省古蔺县地名录》是我县解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名普查的结晶，工作比较细



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经过多次校核验收，达到标准化、规范化，是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特别是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经过多次审慎核定，由县人民政府发

布通告施行，具有法定意义。因此，各单位和个人今后在使用古蔺县地名时，均应以本地名

录为准。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是按县统计局1980年底的上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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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县概况

古蔺县位于四川省南部，紧靠云贵高原，东南与贵州省毕节、金沙，仁怀，习水等四县

一水相隔，北部与贵州省赤水县山脊相连，西面与叙永县山水相依。地理座标东经105 0307

—106 0217，北纬27 0407—28 0217之间。总面积3657平方公里。辖11个区，2个镇(其中一

个区级镇)83含公社，701个大队，12个街村居民委员会，5214个生产队，135301户，654926

人。以汉族为主，其中苗、彝，回、侗，满，藏、纳西、仡佬等少数民族占3．83％。县治在

古蔺镇，居东经1050487北纬280027。

(一)历史沿革

“古蔺原为古落洪地’’。(见《叙永、永宁厅县合志》)。《西南彝志》称今古蔺县境为

“柏雅妥洪"，(注； “落洪"，彝语译音含义待考。“妥洪”疑即“落洪"之讹。)两汉时，其

西南部之赤水、摩尼，白沙地近平夷(今贵州毕节县)隶子释嗣郡，其东北部隶于犍为郡，

属符县之一部。三国、两晋时，隶于江阳郡，仍为符县(后改符节县)所辖。唐元和元年(公

元806年)始于今境置州，(见《明一统志》、《四川总志嘉靖版》)以境内蔺草丛生，故名蔺

州。

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废蔺州，其地入合江县。元改隶于永宁路，但仅有归属

之名，实为当地禄，奢两氏土司统治。

明，洪武四年(1371年)土司归附，置永宁宣抚使司，以土司禄照为宣抚使，越二十二

年者氏承袭宣抚使，属今境地。其时，永宁宣抚司辖区，因地当蜀之南隅，跨赤水河与滇黔

接壤，多关隘险阻，为兵家必争之地，且系苗，彝民族聚居之区，故行军卫制，以一郡者

设所，连郡者设卫。今叙永县城、古蔺赤水公社等分别为永宁卫、赤水卫，今古蔺县金泥公

社地称摩尼、白沙公社地称白撒均为千户所。卫，所隶于黔，土司隶于蜀，奢氏土司以唐置

蔺州故城为土司府衙驻地。

奢氏土司宣抚使九世，传至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土司奢崇明及子寅叛明，称大梁

王。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平定“奢乱”，此后遂以赤水河为界，复归于蜀，始称“古

蔺"，取古为蔺州地之义，是今县名称之由来。其行政建置仍沿军卫旧制。故至清初，今县

辖境皆为永宁，赤水二卫所辖。

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赤水卫裁附毕节县，改永宁卫为永宁县(县治今叙永县

城)均隶予贵州威宁府。雍正五年复归四川，置叙永直隶厅辖之。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

又于今县赤水公社地置赤水分县丞，于古蔺场置巡检司。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永宁

县移治古蔺场，明年，即以古蔺为县名，是为古蔺县建置之始。辛亥革命后，废赤水分县

丞，其地统归古蔺县，故至民国初年古蔺方有大体如今之辖境。

古蔺建县以来，清末隶于叙永厅，民国二年隶于永宁道，民国十八年裁道，直隶于四川

政府，民国24年隶于四川省第七行政督察区，解放初隶于川南行署隆昌专区，1953年四川复

省后，隶于四川省泸州专区，1960年宜，泸两专区合并后，求宜宾地区至今。

建置后，划叙永厅属乐荣，平定二里，永宁县属长乐，太康二里为其辖地。民国十九 ．．

(1)＼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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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1930年)废里，屯制，行乡、镇，保，甲制，全县划分为35个乡一个镇，502个

保，解放后，1951年划分为11个区，1个镇，135个乡，827个行政村，划敦梓乡归叙永县，

1952年土改后划为16个区，160个乡，10个镇，1071个行政村，1956年合区并乡撤镇(不够政

务院设镇条件的)，调整为10个区，2个镇，73个乡，503个行政村，1958年公社化后，再并为

6个区，1个镇，45个人民公社，1961年至1962年公社规模都处于调整阶段，划出石坝区所

辖的水潦，潭厂，普兴，观兴四个公社与叙永管辖，全县调整为9个区2个镇，(1个社级

镇)83个公社，701个大队，1979年将普占公社划归叙永县后，又增设笋子山林区，1981年

经省政府批准命名为黄荆区，同年将石宝区划为石宝，丹桂两个区，至此辖区无变动。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古蔺地处四川南隅，紧靠云贵高原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山高谷深纵列，溪河，沟

壑曲屈纵横，属大古楼山余脉。较大的山有笋子山，普照山，连接翻坪山，横亘其北，群峰

并峙，高入云表，是我县北部一道天然的绿色长廊，雪山关，半边山屏障于西南，岩悬峭壁，

高雄险峻，是川南通往云贵的孔道，扁山和老王山耸峙境南赤水河边，山颠可尽收东南半壁，

马尔山绵延于东部，苍翠万状，以上诸山海拔均在1500米之间，冬春常积雪，全县最高点为

龙爪公社斧头山海拔1843米，最低点为太平渡海拔320米，最大相对高差达1523米。山体多为

石灰岩组成，山脊东西走向，分别向赤水河、古蔺河倾斜，多呈断层岩。由于地层断裂和山

洪长期冲刷，溪河两岸形成狭谷或槽谷地带，山脊成长岗状，锯齿形。土质多为黄泥地，火

石土，油沙夹石泥组成，低矮地区多紫红泥，土质较薄。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区约占40％，

海拔800米至1000米之间为半高山区约占40％，海拔800米以下的低矮河谷地带占20％。境内

有溪河39条，均发源于本县中部，向四周发展，呈蛛网状与主干河流汇集，主干河有六。赤

水河发源于雪山关之背，西流入滇转南，再由黔入境，从西南赤水公社斜口起绕边界东流，

环抱我县南、东、北三面至太平渡出境，全长276公里，可通行木船，洪水季节二郎滩至太

平渡一段可通机动船I古蔺河发源于袁家沟，流经古蔺至太平渡入赤水河全长65公里，白沙

河发源于蔓岭公社境内，流经白沙坝至观鱼公社观田坝入赤水河全长55公里，盐井河(也称

大村河)发源于水口公社马跃大队，流经丹桂、李家寨至九溪口入赤水河全长79公里，马蹄

河发源于高桥公社复华大队，流经陈坪，马蹄至大河口入赤水河，全长60公里，桂花河发源

于香楠公社杨家沟，流经桂花场至雷公背入叙永境长35公里。这些河的特点是支流多，流量

小(最大的古蔺河为8．02m3／秒，最小的马蹄河为2．87m 3／秒。)河床低落，窄狭，易暴涨

暴落。除赤水河外均不能通航，宜于筑坝，引水，提灌和发展小水电。本县为亚热带气候，

由于海拔相对高差悬殊过大，随之气温相差亦大，因此气候复杂多变， “一山有四季，十里

不同天"。从低矮的太平渡到石宝、摩尼高山，气温悬殊达两个农时季节以上。低矮地区古

蔺城海拔610米，平均气温17．6℃，半高山区龙山，海拔825米，年平均气温16．2℃，高山区

摩尼，海拔1324米，年平均气温12i7℃。我县年降雨量741．6毫米，为宜宾地区降雨量最少

的县之一，境内自然灾害较频繁，易受干旱、洪水、冰雹灾侵袭，特别是旱灾严重，年年春

旱，夏旱，秋旱交替发生，1978年干旱300天左右，为近百年罕见的严重旱灾，全县溪河断

流，塘库干涸，禾苗枯萎，田土龟裂，受旱耕地面积占总耕地的67．7％。平常年景高山地区

的石宝、摩尼，德耀(北部地带)黄荆等地入冬以后，阴雨绵绵，仲春时节易受低温。

我县宜林荒山和草坡面积较大，约占全县总面积的60％左右。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分布

于西北与西南边沿地带以及东南部份社队，西北部的笋子山林区，纵横200多平方公里，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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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地区唯一的一片原始森林，对调剂云贵川边缘地带的雨量和气候起着积极作用。因海

拔、土质的差异，树种亦有不同，主要林木有杉、松、柏和坚硬的杂木，低矮地区主要有

桐、卷等经济林木。

地下矿藏主要有煤，铁，磺、磷矿，瓷土和一些少量的稀有金属，尤以无烟煤藏量较

丰富，遍及全县大部份社、队。
。

(三)经济概况

古蔺属山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宜以林为主，农牧并举，多种经营，综合发

展。

农业，现有农耕地85．8万亩，(包括自留地)其中，田35．5万亩，土50．5万亩。粮食作

物以水稻，玉米为主，其次是小麦，洋芋，红苕，豆类等。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为主，盛

产油桐，卷子、茶叶，生漆，棕片、蚕桑、中药材等。

解放前，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既无较大的水利设备，又无科技文化，耕作粗放，一年

一熟，产量很低，加上灾害连年，群众生活十分困苦， “糠菜半年粮，海椒当衣裳，秧毡作

被盖，住的是岩匡”，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治

理了大村坝、白沙坝、龙田坝，海风坝，鱼岔、风岩等数十处水患，新建了小型水库66座，

其中，库容500万立方米的4座，100万方米的7座，塘，池2684口，堰渠3647条，加上溪河，

地下水，有效灌溉面积达23．24万亩。并利用溪河的自然落差，建有小水电站28处，装机容量

5708碰，其中装机容量100碰以上(单机)的11座4740珏。随着水利条件的改善，。1200米以下

的地区逐步改一熟为两熟，经过积极引进和培育，推广优良品种，治山治水，改田改土，改

革耕作制度，特别是1980年全县农村建立和健全了农业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改变单一的

农业经营后，农副业收入有较大的增长。1981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10105万元，粮食社会总

产量达到35000万斤，比1950年增长1．27倍。

我县多种经营门路多，潜力大。烤烟是主要优势之一，1975年开始试种以来，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加以不断改进培土，育苗，施肥，烘烤以及复烤等技术，产量显著上升。1981年

种植面积达72000亩，亩产150斤，总产达1200万斤，千亩以上烤烟基地公社30个，烤烟已成

为我县社队的主要经济收入。我县烤烟生产的历史虽然不长，但烟质优良，色泽金黄油润，

烟味醇正，已为省内外各大烟厂争相调购。

在1000米以下的半高山区及河谷地带，盛产桐卷，历史上是我县土特产的主要出境产

品，也是民间照明用油。1950年省油脂公司曾在太平，龙山，古蔺设立收购站，1955年收

购量达619万斤，五十年代末期曾遭受到严重破坏，1977年以后逐步恢复，现有成林的桐

卷19800亩，幼林125000亩，年产在290万斤左右，五千亩以上的桐卷基地公社现有10个。

此外，油菜，生漆，茶叶，桑蚕、棕片均有较显著的发展，1981年种油莱6．8万亩，总

产800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茶叶年产50万斤左右，蚕茧年产30万斤，生漆年产3万斤，

均较六十年代有成倍的增长。

畜牧业逐步发展，生猪饲养量1981年为24万头，山羊饲养量5．8万头，牛的饲养为7．9万

头。丫叉猪，马头羊，西门达耳牛是我县优良种畜，具有长肉快，皮张薄，役，乳、肉结合

等特点。

我县是川南木材产地。解放前，丛林莽莽，古树参天，岳苍山翠，森林复盖率在40％以

上，解放后，修建成渝铁路，一支援枕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发展林业在我县具有广阔前途，

(3)



1957年建立国营林场，先后在奠山，马湖寨，野鸡坡，磨槽口，半边山等地的荒山岭上营造

了杉木林61970亩，木材蓄积量已达19万立方米，1973年县境内设飞播管理站，在水口、万寿

等73个公社大片荒山秃岭上，人工撒播松林32．9万亩(实际保留面积20万亩)，同时兴办社

队林场73个，(场员650多名)新造幼林14．5万亩，其中成林郁蔽4万亩。加上天然林和经

济林，全县森林115万亩，(包括疏林地)复盖率占20％左右。在木材生产上，1968年以

后，黄荆林区每年砍伐调出木材2．3万立方米，伐重于造，近年来，实行有计划的采伐，每

年生产外调16000立方米，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工业。解放前，我县仅有简陋竹木器，铁器，陶瓷、织布(土布)等个体小手工业和磨

粉，酝造作坊等。解放后，从无到有兴办了炼铁厂、炼磺厂，煤厂、农机修配厂、印刷厂、

水泥厂，火电厂、烤烟复烤厂、木器厂、酝造厂、酒厂等国营厂矿26个和社办企业156个。

1981年工业总产值为2113万元。主要工业产品有l煤，年产108006吨，磺，年产5268吨。水

泥，年产4801吨。饮料酒，年产1883吨。

我县生产的郎酒，以酱香为特色，香味细腻，醇和浓郁，清香可口，回甜味长，誉满全

国。郎酒酿造始于1907年，由小作坊发展为酒厂，三十年代初期由“集义”酒厂经营，运销

港、澳和南洋一带，声誉卓著。解放后，1957年恢复生产，由国家经营，更名二郎酒厂，生

产规模逐步扩大，现有6个生产车间，328名工人，年产郎酒400吨，曲酒400吨。郎酒1963

年评为四川名酒，获金质奖，1979年在全国第三届评酒会上，评为全国优质酒。民间品评和

称赞郎酒是“蔺酒赛琼浆，开瓶畅饮千家醉，郎泉超玉液，举酒飞觞满座香”。

交通：1949年以前，仅川滇公路东段，经过境内西南角摩尼区长45公里。解放后交通事

业有较大的发展，除1958年前新建蔺(古蔺)太(太平渡)、叙(叙永)蔺(古蔺)两条公

路长93公里连结泸州与赤水河水运外，1958年后又新修了石亮河至石宝，古蔺经龙山至观

文，古蔺经白沙至摩尼，德耀至黄荆林区几条县内主干线，近几年来各公社均修筑了乡村公

路与主干线相连结，全县通车里程761．4公里，其中，省级道180．5公里，县级道224．7公

3里，区，社道356公里，全县已有73个公社，310个大队通汽车，改变了过去交通闭塞，运输

落后的状况，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市场的繁荣。

商业。解放前古蔺的商业极不发达，县城仅有七千多人口，几家棉布、杂货，土产商

店和少数行商往来。解放后，首建了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1954年以后相继成立了百

货、外贸，五金，糖业烟酒，食品，土产，日杂等公司，各区、社均成立了供销社，十一届
一 三中全会以后，城镇和农村集市，集体和个体商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流通渠道和商业

网点增多，四年来发展街道集体商业100多户，恢复了个体商业looo多户，促进了商品流通，

市场繁荣，购销增值。1981年全县农副产品购进总值为2834万元比1976年增长1．1倍，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为5364万元比1976年增长58．6％。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解放前，仅有四所初级中学校(两所私立)16个班，入学学生600名左右，有小

学校452所(包括保国民学校)，入学学生9600名。解放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县办有完

中三所，初级中学校9所，116个班，加上各小学附设的初中班，全部共472个班，．入学中学

生7277名，有小学校880所共4201班，(包括农村民校)入学学生93702人，为中小学教育事

业服务的职工共4555人，分别比解放前增加10倍以上。此外，还办有师范学校和教师进修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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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设施：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电影院、川刷院，业余体育

学校，三个区有文化站，6个区有电影院，还有区社电影放映队39个。

卫生，解放前县城仅有一间简陋的县卫生院(无病床)，三问私人经营的诊疗所和十多间

中药铺。区，乡则寥寥无几，、医疗卫生极端落后，广大劳动人民缺医少药，回归热、虐疾、

疥疮等流行病，严重影响着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解放后卫生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县办有人

民医院一间，医护人员1 9 6人，附设门诊部，设病床1 5 1张，是县的医疗中心，区、社厂矿

都开设了医院，有病床6 5 5张，此外，县还设有防疫站，保健站，全县医护人员共1177名，

其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83名，实行中西医结合，防病治病，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农

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有显著改善，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流行性传染病已经消灭，人民群众的

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

(五)主要革命史实简况、纪念碑地、著名人物及古遗址。

古蔺山区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前清时，广大群众与清王朝进行过多次的反抗

斗争。辛亥革命前夕，古蔺即有同盟会的组织，1911年武昌起义后，11月27日古蔺发出反

正，宣布独立，迫使清政府知县当众交出县印，周兰等二十五名年轻革命党人，曾为民主共

和献出了可贵的生命。在长征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曾率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在

我县境内来回穿插两月有余，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草莲溪，是红军四渡赤水之战的重

要渡口。白沙、鱼岔、回龙场、太平渡住过红军的指挥机关，党中央和军委在白沙曾发出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红军在我县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扩大了红军队伍，当年我县有数

百名工农子弟和青年学生，纷纷加入红军，投入中国人民壮丽的革命斗争。早在红军长征前

我县即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活动，长征以后，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发展，镇龙山、

石夹口、广陈沟，长坝子，田坝寨、麻柳滩、苏家坝、千佛庵等地都先后建有党的地下支部

(或小组)，1939年建立中共古蔺县委，在四川省委和川南工委的领导下，活动于川黔边

境，组织民众和地下武装，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冬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

古蔺的解放。

在中国人民壮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县有数百名同志，献出了毕生精

力和可贵的生命，其中烈士3 8 1名，著名的有胡超伦，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

广州起义，1952年牺牲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空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牟泽林，1938年入

党，曾任古蔺地下党县委副书记，1942年在温江遇害，余辉，194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

地下党黔西，大定、金沙、遵义特支书记，1949年临解放时牺牲，黄思安、赵瑞林等中共地

下党员，解放前夕，不幸被捕÷临死不屈，英勇就义。

著名人士有。邓均吾，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1923、24年在上海参加“创造社"，曾与

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合编过进步刊物，1938年入党，1939年回县担任地下党古蔺县委

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在金堂，重庆等地工作，解放后任重庆市文联的负责人，曾主编过《红

岩》杂志，1979年逝世于重庆，现出版有《邓均吾诗词选》。

为缅怀先烈，解放后中共古蔺县委，古蔺县人民政府在古蔺城南石柱岭修建烈士陵园，

树烈士纪念碑永志纪念，(碑高10米)并在当年四渡赤水之战的重要渡口太平渡树纪念塔标

(标高6．5米)，同时在太平镇重建当年红军指挥机关驻地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

平渡文物陈列馆"，并在古蔺河与赤水河会合口修建长征大桥，接通黔北习水，土城等地。

古遗址：据县志载， “古蔺州城，唐元和初鼍。”(注，明清为土司衙门，清末为古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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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司驻地)。“赤水(今摩尼区赤水公社)旧城，周九里三分关，六门，毁于‘奢逆’仅

存南门，城楼今亦圯"。“白撒(白沙)所，摩尼所旧城，明洪武中建，俱毁于‘奢逆’”。

(注。自沙，摩尼留有遗址基石)。雪山关，原系川南通往滇、黔古驿道上的关隘，形势险

要，民国初年(公元1915年)蔡锷(松坡)率护国军北上讨袁，由此地入川，辛酉年城楼柱

上曾题有对联日。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

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现部分倒塌。土地关，明代系古蔺通往黔

北大方府的古驿道关隘，悬岩削壁建有关楼，高峙赤水河北岸，现仅存断壁残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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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镇概况

古蔺镇位于高家山北麓，古蔺河中游。东连太平渡，西通叙永城，南达摩尼，白沙，观

文等集市，北与飞龙、火星公社交界，是四川南部边缘城镇，距省会成都市5 O O公里，面积

约三平方公里，是县治地。

本镇地处全县中部地带，属低矮地区，海拔5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为16．7℃，年降雨

量741．6毫米，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冬春雨量稀少。

i 古蔺早年称落洪(彝语，含义待考)，唐时以该地蔺草丛生，取名蔺州，以后遂演为古蔺

之名。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载；“古蔺州城唐元和初置”。三面环水，四周皆深山菁

林，经季不湿，民间有“打不湿的古蔺，晒不干的永宁”之说。至明代，经土司奢氏九代经营，

其城郭已初具规模，城南建有土司府衙，城中竖有高十余米的石坊，巍峨屹立，上书。声先嘉

誉一。明末平定“奢乱”，改为靠平蔺元功"(毁于1966年)。城郊有别具风趣的“轿顶云横”，

“火星雨霁”，“流沙夜月"、。墨宝晨钟"、“牛角渔歌"、“马鬃樵唱"，“古坊晚照"，。文

笔朝霞”八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土司奢崇明与子寅“叛明"，征战连年，州城曾遭

劫掠焚毁。 “奢乱”后，几经沧桑，至清康熙，乾隆年间，城镇建筑有所恢复，较大者多为

庙宇，其时因交通闭塞，无商旅往来。清成，同年问，始有黄，自布邦来此经商(黄邦为湖

北黄州人，白邦为合江等地人)，开设土布店，设立会馆，运出本地土特产，随着商业贸易

的兴起，街市逐步发展，清，诗人傅治安曾有诗咏蔺城云s “蔺阳重到骋游怀，郁郁葱葱气倍

佳，一水中通衣带绕，千峰罗列笋班排。石桥横亘东西路，瓦房连云上下街。况复文风今胜

昔，好将钟毓话朋侪，，。其时城郊还是“三月樱桃红满树，四郊燕麦绿盈畴”，“桃林渡口

牧童笛，芦管歌喉村女笙，争采新茶趋晓市，有人踏月趁墟行’’。简要地概括了古蔺镇的风

物人文。清雍正9年(公元1731年)古蔺城设巡检司，隶叙永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

年)始为古蔺县城。民国十九年设中城镇。解放后，1950年先设中城区，后设中城镇，1956年

更名城关镇，辖八个居委会，九个郊区农业大队。1979年划出郊区另设城郊公社(1981年更

名火星)。1981年地名普查中，因在地区内重名，经宜宾地区行署批准，更名为古蔺镇。

解放后，古蔺镇发生了根本变化，建筑面积扩大一倍多，往昔，街道狭窄，高低不平，

市容不整，1958年后经过扩大街面，整修街容，相继兴建了百货大楼，邮电大楼，广播大

楼，银行大楼，新华书店、文化馆、电影院、川剧院、人民体育场、人民医院等，七十年代

又兴建了自来水公司，设立了供电所，新修了居民和职工宿舍约6000平方米，家家都能用电

照明，户户均有自来水供应，三十年来面貌焕然一新。现全镇辖九个居民委员会，有主要街

道九条，巷九条，路三条，人口已由解放初的六千多人增加到16102人，镇人民政府设于胜

蔺街。

三十年来，工业从无到有，有县办烤烟复烤厂、农机修配厂、五金厂，酱园厂，酒厂，

印刷厂、粮油加工厂，以及建筑公司等。其中，烤烟复烤厂1981年烘烤优质烟叶9 o o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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