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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辑说明

～、《唐家乡志》上限为一九一一年(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文物古迹、社会风物，

人物、杂记不受此限)，下限为一九八四年(个别跨年完成的事到一九八五年初)。

二、编写《乡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史实，详今略古，

突出地方特色。

三．《乡志》体例包括“志”、 “图”、 “传“、 “表。、 “记”。以时间为经，

事件为纬。

四、志中所写地名和大队(村)名称，是照地名普查中确定的标准名称，如发现错

误，已予改正。

五。历史朝代，照J旦称书写，不加定语。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某些篇章里简称“建国后“。

七、第三篇记载关于“中共地下党员尹裕恭在唐家活动情况”系冯洪智同志提供的

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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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写《唐家乡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是全乡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政治生活

中的⋯件大事。此次唐家修志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开始，子一九八五年四月完成初稿，六

月送审定稿。《唐家乡志》纵观了唐家古往今来的演变，侧重记载了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八

四年的七十四年问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多年，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

义的政治、经济、文，匕、风土民情等的变化发展以及唐家壮丽的山河，丰富的资源，这

～‘切都展现在字里行间，阅读之余、热爱家乡之心，油然而生。

过去，无数有识之士，都为没有安静环境写一部乡土志而感到遗恨终生，今天唐家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志办公室的关怀指导下，盛时修志、

录笔直书，观点正确，是非分明，上对祖宗负责，现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下为子孙造福，承先启唇，继往开来，为完成前人未有的千秋大业和开拓我乡各项事业

的发展而感到自豪。

《乡志》是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是唐家的乡土教材，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建设事业的进程，在继修时，它将更为丰富多采，为我们唐家的全体人民共

同欣赏阅读之物，这也是当前我们共同的愿望，所以把这几句话作为我们的序言，以表

示我对《乡志》的希望。

中共唐家乡委员会书记 华文星

～·九八五年五月



编写《乡志》始末记

编写《乡志》的工作，是⋯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件力不从心的

大事。好在有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又有广大人民群众及知情者的供稿和口碑资料，再

有乡办公室的资料提供方便，从而加快了编写工作的进展。

唐家的《乡志》编写工作于一九八三年八月接受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安排，九月份成

立了乡志编写领导组和写作组，开始了编写的工作。第一阶段从九月至十二月拟写《乡

志纲目》送审，随即搜集资料，把有关的档案、文物、文献等资料按《纲目》顺序进行

了系统的加工、整理、并召开有关座淡会和个别访问搜集口碑资料，同时边搜集，边整

理，边归类；第二阶段从一九八四年元月开始试写、在试写前对入案资料进行了校正、

核实，主要用座谈会、采访等方式，对每一件历史事件都在时间、地点、事件的来龙去

脉上作了认真考证，慎重记叙，每写成一篇章都几易其稿．最唇汇集，才初具雏形，为

时八月功夫初稿见面；第三阶段在完成初稿的同时，稿件送请党委审查，并提出了修改

意见，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后，送交县志编委会办公室审查，按

照审查提出的意见、作了数次修改并将下限延至l 9 8 4年底再送请批准付印。全志共

搜集整理十二篇，约十四万字，经时一年余完成全志的编写工作。

编修《乡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编写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困难和曲折的考

验．但有了广大人民群众、各单位和编写人员的通力协作，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光

荣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代表唐家乡人民政府向各单位及广大人民群众和供给资料者。

与同参加编写人员，对编写全志的认真负责态度，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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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乡人民政府

乡长 张桂轩

⋯九八五年五月



概 述

唐家乡古为梁州之属，奏时(公元前2 1 2每)为毛牛夷地。汉时(公元前2 0 6

年)属笮都沈黎郡、后为毛牛县。晋(公元2 6 5年)，隋唐(公元6 0 0年)等朝代，

几次设郡、县治于唐家。后归汉源县管辖， (县治在今九襄)唐肃宗时划入剑南道。

清初(公元1 6 4 4年)改为尚礼乡，行政为团甲制。民国以来，军悯割据，各霸

一方混战不已，加之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剥削，贫官污吏、兵痞匪霸的强暴横

行、奸商投机倒把，使物价不断飞涨，货币贬值，农村破产，饥寒交迫，瘟疫流行，长

年的天灾人祸，使广大农民陷于长期贫困和死亡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圈建立国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经过减租、退押，二匕地改革一系

列社会改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年年上升。

唐家乡位于大相岭山脉黄草岗山麓，南距县城十八公里。北邻富村，南接富泉，东抵

万里，西隔流沙河与河西、大岭相望。JlI滇公路自北而南迥旋全境。东大埝、香林埝尾

水流经境内分别跌入石粒沟、郝家沟而入流沙河。全乡面积2 6·2平方公里。下辖武

里、集贤、新场、’合同、洪水，小关、联合等七个大队(村)，四十五个生产队(组)，

2 5 0 1户，1 2 2 4 6人(根据I 9 8 2年第三次入口普查数)其中彝族2 l 6人，

占人口的1·7 6％海拔1 0 0 2米(乡政府所在地)。

由于地处河谷地带，气候适中，适合于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全乡耕地面积，在l 9

8 4年底为l 0 l 8 0亩，其中田是6’0 l 4卣，地4 1 6 6亩，生产水稻、小麦、玉

米等。经过农田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农业面貌大大改观，l 9 8 0年产量8 4 3·7 8

万斤，为1 9 5 0年的二倍余。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l 9 8 4年

粮食产量l 2 2 7·1 3万斤为l 9 5 0年的三倍。

蜡虫为唐家乡的特产，年产量为全县之冠。历史上唐家坝向为蜡虫市场交易的集中

地，每年在立夏之前，洪雅、峨眉、夹江、乐山等县虫客都云集于此。而县属之安乐、

岩门、大岭坪、李家山、水塘坡、羊庄坪和富庄等地的蜡虫，也运至此处跟庄出售，所

以市场非常热闹。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影响(未查明)使虫树不结蜡虫，树子被砍掉，

这些原因急待研究解决，以恢复和发展蜡虫。

蚕茧也是唐家产品之一，特别以合同、洪水、新场等村为多。人们在地边、田埂都

种桑树，对饲蚕方面供给了足够的饲料。l 9 8 4年卖给国家蚕茧l 0 4 0 0斤，也不

弱于其他公社．

此外，武里的烟叶，甘蔗；新场的大蒜和红海椒；刘家山的良种柑桔；张家山的黄

皮梨，都是有名的产品。

过去唐家的手工面，每年都大量为外地人运走，驰名远方。据旧《汉源县志》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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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享名^已久，的葵面还好，曾得到当时：i己京人二L的好评。民国时期的鸡蛋面也畅销乐山、

洪雅一一带．醋电曾享有盛名，每逢走￡唐家坝场期，从九襄来赶场的布客都要为亲友购买

或自己买用。但手工面早已停业，两酿醋又失传。 l 9 8 4年由外地弓l进技术，开始酿

造。如何捷这些优质传统的产品畅销予各处，还有待于今后继承者的发扬。

砖瓦厂几乎每个组都有，有的组还不止～处。产品运销县属各地，每日运砖车辆络

绎予途，为建筑上提供了不少力陵。

l 9 8 4年l i月经县批准，由退休教师黄7“祥引进外资在洪水开办机制砖厂。1 2

月开始动工平，一‘址，兴修厂房。l 9 8 5年上半年可以生产。

位于小关的矿山企业，是经过人工开挖而得至Ⅱ的矿石，为国家提供了铅矿资源。如

』{i=j机器开采既可节省劳动力，又可得到更多的铅矿，经济效益更高。

唐家乡有大中型拖拉机五台，手扶式拖拉机九十余台，汽车二辆，小型水力发电站

三所，粮食加工房九个，各类专业户数3 4 4户，

林业方面，除保护原有的林业区外，国有林还发展了7 7 5亩，l 9 8 4年底实有

桑树搁果树2 6·0 7万棵，并以合同村为县的树苗基地。

畜牧业亦年年增加，迄至l 9 8 4年，全年毛猪已发展到l 0 3 2 9头，其中母猪

5 6 9头，年产猪仔8 0 0 0余只。

建筑业和运输业也相当发达，除拖拉机外，还有骡、马三百余匹，专供运输使用。

本工、泥工在外搞建筑及在矿山挖矿者约三百余人。l 9 8 4年各种专业户人平收入在

五百元以上者7 6 3户，其中人平在一千元以上者9户，当年各种付业收入为⋯百六十

余万元。

各村都设有小学～所，全乡小学生人数一千八百余人。乡有初中一所，l 9 8 4年

中学生人数六百余人，为国家输送和培育了人材。

医药卫生的发达，根治了历史上遗留的瘟疫，保证丫人民的身体健康。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全乡在响应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个孩子的号召

JIj?成绩显著。全乡有独生子女的夫妇4 6 2对。

．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剑建国

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唐家乡发生武斗，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安全。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

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

党的十一弱三中全会召开后，从根本上扭转了“左”的错误方向，制定了正确的路

线，方针、政策。全乡人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农业经

济欣欣向荣。全乡大搞科学种田，引进良种和培植杂交水稻良种，四年以来取得了成绩。

一九八一年在武里，集贤两个村制种593亩，1 9 8 2年制种477亩，1983年制种400宙，

l 9 8 4年制种6 0亩，平均亩产谷种2 0 0斤左右。其它常规稻平均亩产亦在l 2 0 0

斤左右，山区玉米也得到大幅度增产，粮食收入人平9 0 0余斤。同时发展商品生产和其

它专业．以增加经济收入，生活上大大改善和提高。新修住房，购买自行车、手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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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用品，从l 9 8 1年劐l 9 8 4，年年都有增加．文化、体育方面相应发展，开展

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活动，使全乡面貌大大改观。

在党的十二大路线、方针、政策的光辉指引下，在乡党委、政府的具体领导下，在

上级科研人员的邦助和辅导下，全乡开展农业科技人员的培训，大力推广农业技术，全

乡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争取农业大幅度增产，共建美好家园，一一靠政策、二靠

科学、艰苦奋斗，为伟大祖国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优越

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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