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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我国无比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地方志书，源远流长，成为我

们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为保存和发扬民族遗产和丰富

史书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盛世修志，历来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之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研究旧志书和编纂

新志书的工作。惜十年内乱，一度停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繁荣昌盛的经济形势，为各地编史修志

工作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编写具有时代特色的新

方志，是继承民族遗产，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的千秋大业，是上对祖宗、下为子孙的历史重任。完成这一光荣而

艰巨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写部门志，是对职能部门业务活动的历史记载和探讨。古人

有言： “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为明

嘹本地区的财政税-次历史，给今后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在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编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从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起，开始了《乐山市财政税务志》(上篇)的

编写工作。为使志书反映历史本来面貌，做到存真见信，我们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详尽

占有资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我们还特别注意

抓住地方特点，以本地区大量翔实的史实，反映民国时期竭泽而



渔、苛政暴敛的财政税务状况，使志书成为良好的乡土教材，让青

年一代了解过去，对比现在，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

《乐山市财政税务志》 (上篇)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中国财

政史》、 《中国厘金史》、 《中国田赋史》、 《四川财政录》、

《四川通志》、 《嘉定府志》、 《乐山县志》等史书方志和民国时

期的有关报刊、杂志；查阅了旧政府的档案资料1，1 00余卷，摘抄

各种资料2，000余件，约150万字；还走访了知情人士；参观访问了

编志起步早的兄弟单位，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支持，提供了不少方

便，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谨向各有关单位和同志，

致以深切的感谢!

编写财政税务专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前人经验可循，只

能在实践中学习与探索。由于才识有限，水平不高，编写粗浅简

陋；加之档案散失，资料残缺，疏漏差错在所难免。我们热忱欢迎财

政税务战线和各有关方面的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补正。

《乐山市财政税务志》编写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1



凡 例

一、本志上篇断限时间，上起辛亥革命(公元1 91 1年)，下迄

1949年12目本县解放，共计三十九年。对民国以前财政税收情况，

也作了简要追述，以阐明其形成和发展。

二，本志上篇，卷首包括图片、序言、凡例、编写人员名录、

目录等。正文在概述之下，分为五章十七节，专述中华民国时期的

财政税收情况。

三．本志上篇，在“篇”以下按章、节、目、项四个级次安

排。 “目”的序码用汉字 (一)、 (二)、 (三)⋯⋯表示；

“项”的序码用一、二、三⋯⋯表示； “项”以下还有“分项”

的，序码则用(1)、 (2)、 (3)⋯⋯表示。

四、本志上篇对建国前的历史纪年，一般均使用当时的通用纪

年，并在每节开始或涉及重大事件的纪年下，同时用括号加注公元

纪年。由于我市系1 949年1 2月1 6日解放，时间在建国之后，故涉及

使用该年1 o至1 2，马份各种资料的纪年时，仍按原件记载，保存了民

圉纪午。凡涉及历史地名，均使用当时的名称，并尽可能用括号加

注当今地名。

五、本志上篇使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单位，均按本篇所属各个

时期使用的货币名称及金额单位编列，未予折算，以保存历史本来

面目。为供阅读时参考，对币制改革期中编制的报表，并加注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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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元券、金元券与银元的折合率。

六、本志以语体文为主。引用史料，均系原文照录。

七、本志以文字记叙为主，并适当辅以图表，以补充文字叙述

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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