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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阆中建设志》一书出版问世，这是一件幸事。摆在我们面前

的这本书，是阆中县建设史上第一本综合性、历史性书籍，全书纵

观历史，叙述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阆中悠久的历史，灿烂的

文化，斑斓的古迹和幽深的街巷；记载了在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

地上勤劳智慧的阆中入民描绘这“阆苑千葩映玉寰”的人间胜境

而付出的艰辛。回顾了在那洽桑峥嵘的岁月里，，古城或因灾害，

或因人祸，或因自然力的破坏而凋蔽和衰老。介绍了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现代的阆中人把建设古城与创建文明城镇，抓基础

设施的配套与长远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古城管理与开发新

区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了保护、恢复、新建的完美结合，使“阆苑

仙境”更加多姿多彩。总之，该书以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资料弥补了

阆中建设史上之不足，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自己独创的名城管理模

式。为后入保留了一部实物构成的栩栩如生的编年史。尤其值得赞

颂的是古城的人民又特别是阆中城建部门的创业者们，为展现和延

续这部历史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的功绩是永远铭刻在阆中人民心

中的．

我相信，在振兴阆中经济，搞好“两个”文明建设中，在保护

名城、建设名城、弘扬名城的光辉历史中，《阆中建设志》将发挥

它的效益，全县人民将按此书揭示的建设与发展的科学规律，把阅

中建设得更加美好。
f

Jl≯

f茑，妈灿
1988年12月



凡 例

l、<阀中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三大文献

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阆中城乡建设的历史和现状，

为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2、本志上限不限，下限一般断至1987年，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

3、本志分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跗录五大部类。

概述：简要叙述阆中城乡建设的发展概况，阐明阆中城乡建没的特点．优势及其在全

国、全省的地位和作用，指明兴衰起伏的经验，问题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的方法，并适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条述大事，要事、

首事。

专业志：分设组织机构、历史文化名城、城乡规划，县城建设、乡村建设，城乡建

设管理、环境保护七章。各章首列小序。力求叙事面、线，点结合。

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必须入志的生人，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或收入各种

表中。
’

附录：纳志之余，收录资料、保存史料。

4、本志分志、记，传，图，表、录等体，以志为主。

5、本志分章、节、目三级，节下设目，目中用一、l、①三种番号，以清眉目。

6，本志用语体文，记叙体和常用的标点符号。

7、记年，记数：历代附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和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8，本志在行文巾，用新中国建立前，后，或建国前、后等词，亦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后之意。

9，本志注释，一般采用夹注。

10，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馆，图书馆、区(镇)乡志稿和城建局所属单位提供的史

料及口碑，以及阆中县统计局档案材料，并选用水电、交通、林业等部门志和报刊资

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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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阆中，位于四JiI盆地北缘，地处嘉陵江中游，县境东至巴中，仪陇，南邻南部，西

接剑阁，北连苍溪，在东经105度41分一106度25分，北纬3l度22分一31度51分之间。属

低山地貌和少数浅丘带坝地形。全境形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南北狭而东西广。东西界

距55．4公里，南北界距28公里。全县现有10个区，1个区级镇、3个乡级镇、70个乡，

72 2个村；总面积为1877．8平方公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llJ

川秀丽，群峰林立，活象一盘梯级仙桃。县城偏居西部，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是古金

牛大道和米仓大道的交汇点，为兵家所必争的“巴蜀=ILI'-I重镇”和南下北上之要冲。

阆中，自然条件良好，历史源远流长。

古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炎帝时，属戎州；高莘氏时，为蜀国

地；禹贡为梁州之域；商为彭国地；周为巴国别都。秦灭巴后，于公元前3l 4年建县．汉

献帝建安六年以后至清末，阆城为郡治、州治，或军治，府治，道治，县治。民国至新中国建

立后为阆中县治。同时，又是我国的丝绸之乡，和Jil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份，名扬中外。因

此，阆中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现存有较丰富的文化遗存和传统产业，1986年12月8日，

国务院以围发(1986)104号文件jIt准阀中为凶家历史文化名城。

从古至今，聪明、勤劳的阆中人民，经过世代艰苦奋斗，建设了“阆苑仙境”。

阆中，既为彭国地和巴国别都，自当早已建城。

从城北兰家坝商周遗址出土文物看，至迟，在战国中，后期就使用了板瓦，以夯土

墙为中心，删围用空间较小的木架建筑环抱，出现了瓦屋彩绘的宫殿和寺庙。

’公元前316年，秦贪巴蜀之富，派张仪灭蜀，十月挥兵东指伐巴，在今阆巾城东20

里之白沙坝建城，称“张仪城”。
’

汉代，木架建筑日趋成熟，砖石建筑和拱券建筑结构有发展。建安中，刘璋在王家

咀和兰家坝一带修建汉城，多以条石、汉砖，青瓦修成。不仅成为巴西郡治，而且还逐

步成为全国著名的天文研究中心。民间天文学家落下固，创制了浑天仪，制定了太初

历；东汉时任文孙、任文公父子天文学家，和蜀汉时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天文学

家，在天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气吞日月星辰的管星街和周家大院天象台尚存。城东

文城11．1，还有东汉的张道陵授符篆处。 ．

蜀汉，张飞任巴西太守时，增修了阆中城。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葛洪(世称

葛仙翁)，兴建了天日观。

唐代，建筑技术又有进步，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鲁王灵夔，滕王元婴镇阆中时；。

在城西故城内建府第富苑，称“阕苑”。城东开元寺(即后来的观音寺)，是唐代兴建

的．号称“佛都”．城南吕祖殿建筑群和八仙洞，相传是唐落第举子吕洞宾修仙之处0五代

人杜光庭有。自是人间轻举地，何须蓬岛访真仙”的诗句。唐朝时期，县城三徙：。太宗

贞观十一年(637年)徙州东；高宗成亨二年(671年)，徙蟠龙山侧；武后载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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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县治于张仪城。前两次只是治所的迁徙，不过三五里．但由于屋舍街衙迭遭江水摧毁，

因而城市逐渐南移，玄宗以后，基本稳定，阆城位置与今县城正相符合。唐代，还兴建了川

北一大名胜“桓侯祠”。著名天文学家袁天罡、《麟德历》制定者李淳风，寻访先贤遗

迹，二人不谋而合，会晤于蟠龙山锯山垭后定居阆中，留下了观星台、天宫院等古迹。

唐，宋时期，先后出了弟兄两状元(尹枢，尹极)，陈氏三弟兄(陈尧叟、陈尧

佐、陈尧咨)二状元。一进士，修建了状元府，三陈街，留下了“状元洞”等古迹，宋真

宗亲笔题“紫薇亭”尚存。南宋抗金名将张宪，出生于南津关附近的“张家花园”o

； 宋代，《营造法式》问世，也推进了本县的建设事业。

自元迄清，先后建有道台、镇台，府衙。元代，重建了永安寺；大殿雄伟，壁画逼真，光彩

夺目，经久不衰。元。明之际，阆中出了花木兰式的女英雄——韩娥，兴建了木兰庙(场)．

明代，建造了宫殿式的文庙(木结构，绿色琉璃瓦屋面)。华光楼也是始建于唐，

重修于明的类似建筑。明世宗时，派宪宗的儿子寿王镇阆中，修建了“起第方四里”的

寿王府。在城市建设上， “元末以前，尚是士城。明洪武四年(1371年)，千户滕贵即

旧城拓之，内外俱甓以石，上覆以屋，为门四，东日富春，南日锦屏，西日澄清，北日

威德。四门皆有月城”。成化年间(1465"一1687年)，指挥田仪，于四门之上各筑层楼。

弘治四年，知府张翼重修。明末，兴建了观音寺建筑群(木结构，砖墙、土筒瓦屋面)o

，．清初，兴建了考棚。康熙时，兴建了回族圣地。巴巴寺”，康熙帝亲赠“清修”金

匾。乾隆三十四年，知府宋思仁重修阆城；乾隆六十年，知县胡延蟠补修。嘉庆二十五

年(1820年)，川北道黎学锦在西门修石堤以御水啮。清代，还兴建了陕西，江西，浙

江、湖广四个会馆。清末，英帝国主义者派人来阆，兴建了“仁济医院”和福音堂(砖木

结构，土筒瓦和青瓦屋面)，天主堂(唐状元府第改建)。

民国时期，除兴修了简易丝厂，制种厂和简陋的公园、体肓场以及飞机场，阀南公路

外，城乡建设不兴，乡场街窄屋矮，市容破烂；农民居住条件更差，草房占一半以上。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城乡建设事业有发展。但在左倾错误影

响下，建设速度极其缓慢，还拆毁了一部份文物古迹。县城建设一度盲目，混乱，见缝

插针，乱拆乱建。八十年代，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了阆中县城总体规划，按照规划设计施

工，城乡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据县城房地产普查统计，1949年前建成33．53万平方米，占

26．7叻；五十年代建成52308平方米，占4．2％；六十年代建成10．28万平方米，占8．2叻l

七十年代建成23．67万平方米，占18．9％；八十年代建成52．63万平方米，占42％。特别是

1980年后，全县工业发展很快，形成了以丝绸、纺织，丝毯、绣品、皮革、食品、酿

造、时装，鞋帽，塑料，包装等为骨干的工业生产优势，有40多种产品远销国外。随着

经济的发展，城乡建设更为重要。1980年县人民代表102个提案中，就有近百个要求加

快城乡建设步伐。根据上级指示，县人大常委会决定，选派精兵良将成立建设局后，本

善县委、县府提出的“保护古城，开发新区”的方针，实行“三个一点”(争取上面支持

一点、县财政拿一点，受益单位和个人筹集一点)的办法，大抓供电，供水，交通、防

洪排污、输气管网，修复古迹，园林绿化、环境卫生设施。改造了县城十千伏供电线路；

新建一座每天供水七千吨的自来水厂，日供水五万吨新厂己破土动工；新修了下水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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