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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1 Ll县义化志》修志

领导小纽成员。左起：李永贤，

董泗海．张忠全，李义超，邹惠
民。

文化闭；代部长川巍m}(前排巾)

求¨说察文化I：作。

疗Ifj《文化代灰I州束Jiri考察文

化J．作。

八七年十二月，副县长廖仁湘一后排左起n一、文化局K李文超三排左起△参加海m全囤十县长一文化局长XI{泌，并交流r眉小义化

改革经睑。



县委}5记严文清(左一)、县长

杨什祥f左二)同文化』而负责同志一

道研究义化J：作。

九一印十二月，眉【II荣获阴J

省文化工作先进县称号。

九。年九月，文化局长乍文趟一图巾一、蹲物馆长埘华君一图左一、文化馆长郑志亨^图右一
参加省以文补文先进

单位会议。

省委：吾丰2记聂荣贵一左孔一为苏东坡诞辰几百五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嘶彩。



纪念苏东坡诞辰九百

■：十五周年饪眉⋯县(1992

年)第二届东坡文化节开幕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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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巾馁眉⋯县(1987年)第

一肺东坡文化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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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第二“东坡义化节场景之一

竺一届东坡文化节期n东扮演者古月三排_l、邓小平扮演者i工左起二_)、朱德扮演鉴二排左起七一、腼恩一苏林应邀赴眉献艺。

场景艺

场景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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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茸E衄H安蘸肄号争。



三苏祠南大门。

县电影院

眉山刚场。



三苏祠瑞莲亭。

东坡盘陀坐像。

连链山东坡墨迹石刻，



石刻东坡楚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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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东坡墨竹图。



三苏后裔苏坟山扫墓。

台湾天府剧团与眉山县川剧团

联谊演出。

民问糖丽艺术。



东坡故事系列平台。

龙腾狮跃。

三苏父子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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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 眉山，钟灵毓秀。由唐而宋，刻版印刷极盛，与杭州，建阳鼎足，为全国三大刻版

中心，，促使学风蔚然，呈“释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万的局面。两宋三百年间，出进士

8 80多名；在中华堪称一绝。而苏洵及轼，辙父子，文章盖世， “唐宋八大家彦中占
’

其三，象璀灿明星，光照环宇。宋仁宗惊叹；“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山l弦三苏之后，

‘文化名人历代不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黟，可谓名副其实。今已被四

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县文化局主持编纂的《眉山县文化志》，

以生动翔实的资料展现了眉山光辉的文化历史，陈述了文化事业的兴衰起伏，讴歌了社

会主义文化和一代新人的业绩。这对于借鉴历史，总结经验，悟出规律，促进文化繁荣

和经济腾飞，将发挥重要作用。

我袒籍眉山，自幼受眉山古文化薰陶，立志为建设家乡，宏扬家乡文化尽力。现就

任三苏故里县长，为更好地实现夙愿创造了条件。从执行“八五"起，按照以城镇商

贸为依托的加工增值型战略模式发展经济、达到小康，为此，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眉山历

史文化，形成文促旅，旅兴商，商导工农的格局巳属必然。将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境

内古文化遗迹，在县城辟文化街，增添现代化文化生活设施，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以繁荣

社会主义文化。

《眉山县文化志》经数十人采访资料，由文化系统各单位撰修小志，而后经县文化

局总纂成书，历经六个春秋辛劳，在此谨致敬意。对一切支持本志编纂的单位和同仁表

示感谢。

陈学明

一九九二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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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i)

眉山以文化饮誉海内外，已有干年以上历史。唐以前，眉山就以“礼义之邦黟著称于

世，至宋代，文入辈出，八百余进士之赫然数目，使朝野瞠目，宋仁宗也曾感叹。 “天

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山旁，特别是“三苏黟父子崛起文坛后，眉山文化更是名播遐迩，天

下倾慕，大诗人陆游一踏迸眉山，便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不禁诵道： 哞奇蓄秀
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黟；尔后虽时代嬗变而文风不减，江山代有人才出，为眉山文化

增光添彩；党的十L届三中全会后，在“两为矽(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方向和“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眉山文化事业全面发展，在机

构、设施建设和各类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等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经验曾多次

在省、市及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交流介绍。然而，这段值得眉山人民自豪的历史，却缺

乏专门的文字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古代眉山文化史料湮没遗失甚多，已十不得

一，现今文化史料也因种种原因搜集至为困难，迁延日久，现在又成古代，那时能得到

的史料又有多少?因此，《眉山县文化志》的编修，便成为文化主管部门责无旁贷的紧

迫任务。1986年6月，文化局成立文化志编修小组，接着成立各文化直属部门编修小

组。以两年时间，完成各部门志，在此基础上编篡文化志，历时一年多完成初稿，然后

打印广泛征求意见，于去年11月着手修改，经过调整结构，删繁就简，补充资料等工

作，现在终于定稿，前后费时六年。本志设机构、活动、创作，文物名胜、三苏祠、人

物六篇，分22章62节，计30万余字，记述了现今文化行政部门工作范畴的文化在历史上

的形成、发展、因袭，转折和变革，上限溯至唐代，下限迄至1d’99。由于受资料、阅

历、水平、时间等因素制约，本志的编修未能尽如人意。但纵观＼-志，可以看出，在尽

可能地搜集资料，并力求去伪存真，减少失误，以及体例编排上，编纂人员确是付出了艰

辛的劳动。但愿《眉山文化志》出世后，能使今天和明天的眉山人民了解眉山文化发展

的历史，从而热爱眉山文化，献身眉山文化，继承和发展眉山文化，能为眉山今天和明

天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一星半点服务作用。果真如此，则我们的愿望也就满足了。

在文化志编修过程中，曾得到县内外很多文化界人士的支持和眉山县志办公室领

^
导、工作同志的指导、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 李文超

一九九二年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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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写原则。秉笔直书，求实存真，一般不作评论，褒贬寓于记事之中。但根据

需要，可略加说明，或加概述说明，如需要详加说明者，则用专题附录，载于篇末。

三，内容编排。按照横排纵写，归类记事，合理编排原则，本志共分六篇。(一)

机构，(二)活动，(三)创作，(四)文物各胜，(五)三苏祠；(六)人物。

四，上下限及范围。本志上限溯至唐代，下限迄至1989年(根据需要偶有逾限)。

主要记述眉山文化的源流、发展情况。内容主要为现今文化局所辖的文化业务范围。详

近略远，详今明古。

五、本志纪年文字。清及以前用汉文数字，加注公元年份，如仁宗景佑三年(1037)。

民国年间用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年份，如民国1 9年(1930)。解放后用阿拉伯数

字，女日“1985年’’。

六、数字采用与地名。两位数字以上采用阿拉伯字，两位数字以下一律采用汉文数

字；地名一律采用1982年全国统一的标准地名，原地名写在后面，外加用括号；如需要

原地名者，将标准地名写在后面，外加括号。

七、关于人物。按“生不立传，，原则，人物篇为眉山籍过世文化名人立传(含简

介)，其余在本志中以事系人。记叙中出现的人物直书其名，不用套语或褒贬之词，特

殊情况需要说明其身份者，则表明职务或职称。

八、关于“解放(前)后"一词的应用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toY]1

日，其时眉山尚未解放，笼统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黟一词作划分眉山历

史时限的称谓不确(屈山于1949年12月27日解放)，故仍采用“解放(前)后矽一词以

代之。

九，引文需加注者，均附子篇末。

十、文字和标点符号。除引文外，用语体文记述，但根据需要也采用文言词汇，字

均采用1982年公布的简化字。



概 述

眉山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介于岷江与蛾眉山之间，当东’经103。30，"-'103。59t，

北纬29。517----30。167地位，辖七区一镇(眉山镇)48乡(镇)，幅员1331平方公里，人

口7 5万(1989年统计数)。眉山建政，始于南齐建武三年(496)，在犍为郡武阳，南

安地忻置齐通左郡，郡治齐通城(今县城北20里龙安铺处)，南梁，’齐通左郡改称齐通

郡，并置齐通县，西魏废帝二年(553)改称眉州，两年后齐通县更名通义县，北宋太平。

兴国元年(976)通义县改称眉山县；明洪武九年(1376)，眉州降为县，称眉县，归嘉定州

领，十三年(1380)复升为眉州，直理县政，并领丹棱、彭山，青神三县；清承明制，民国

2年(1913)废眉州复置眉山县，2蕾年(19,：5：)置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督察区治眉

山县，辖眉山、彭山、丹棱、青神、夹江、洪雅、蒲江，大邑，邛崃、名山lo县，1950

年12．,EJ置眉山专区专员公署，治所眉山县，仍领解放前督察区所领10县(后大邑划出，

新津划入)，195'3年3月废专员公署，眉山县划归乐山专区管辖，1959年，眉，彭，青

三县合一．称眉山县，1962年又分开恢复各自县制；1968年乐山专区改称乐山地区，

1985年废地区置省辖乐山市，均领眉山县。

眉山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大米、小麦、玉米、油菜，花生、土

菸、蔗糖，柑桔、茶叶，白蜡，药材、蚕桑等，很早便享有“坤维之腴，岷峨奥区力之

誉。素以交通发达著名，古称形胜地。岷江河流、成昆铁路、成乐公路由北而南纵贯全

境，上至成都8 5公里，下达乐山7 0公里，东邻仁寿，西接丹棱，南连青神、夹江，

北靠彭山，蒲江，邛崃。

优越的地理条件，成就了眉山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县境内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

代的石斧，有秦汉时期的陶器，唐宋文物遍布全县，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素有“礼义之

邦"、 “干载诗书城"之赞誉；文化名流代有人出，史不绝书，如古代之杨义方、苏

涣，三苏父子、苏过、王赏、王称、家铉翁等，近，现代之黄吉安，王治安、刘鸿典，

龚吉孚、夏光普，王志之、杜重划等。

唐开元年间(713"'714)，县人孙长孺建书楼，以其“藏书甚丰移而名闻于世，后唐僖

宗题“书楼，，二字赐予，自此孙氏书楼名扬天下，其后人孙辟继承乃祖遗志，于宋天圣初

年(1023)重修书楼，并兴办山学，名重当世。

由唐而宋，眉山逐渐发展为书刊刻印之各城。至北宋末年，西南地区的出版中心由

成都移向眉山，公、私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垫、坊肆等，刻板印刷盛极一

时，与杭州、建阳形成鼎足，同为全国三大出版中心。其时学风蔚然，很多士人“相继

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汉魏又远过之。矽史

载，在两宋300余年间，眉山有进士880余人，其中苏轼兄弟参加进士考试的那一年，眉

山举荐应试者近50人，进士及第13人。苏轼兄弟才华出众，并蒂而开，朝野为之震动，

仁宗感叹： “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山!黟在这些一代骄子的灿烂群星中，唐宋八大散文

家中占其三的苏氏父子，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三颗。三苏的代表是苏东坡，他在文学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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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要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矗欧、苏万，为北宋名家，诗与黄庭

坚并称“苏黄矽，开宋一代诗歌的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矽，一扫当时简艳

柔靡的风尚，为豪放词派的创始入，对后世影响极深，此外，他在书法，绘画，医

学、水利等方面均有超群的建树，其书法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其绘画为

文人画派创始人。苏东坡以其天才的，全能的文化巨人形象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元、明、清时期，眉山文化也时有建树。元代在纱彀行苏家故宅修建了三苏祠，明

洪武年间重晦，清康熙年间再修，清康熙元年(1662)，知州赵惠芽遣人往白下购书，

藏于眉山书院，供师生阅读，戏剧活动在清代极为盛行，专业和业余民间戏剧组织遍及

城乡，川剧剧作家黄吉安以其丰硕的成果享誉全国。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前后，眉山文化有过光辉篇章。1 7年，城关学生在中共眉山

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夺回《四部丛刊》斗争，同年，特支在国民师范学校组织学生

演出《棠棣之花》等进步话剧，开眉山县男女同台演戏之先河，2 8年，特支领导的燎原

书店开业，发行宣传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进步书刊，眉山各界以话剧为武器，组建“抗

敌剧团矽和“铁血剧社”，宣传抗日。

解放盾，眉山文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12月，眉山人民政府成立，设文教科

管理文化，教育事业。文化馆，新华书店，川剧团、电影院、三苏公园管理委员会在50

年代相继建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业务要求开展工作，为眉山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积极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眉山文化事业遭受极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教分家，单设文化局，继而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充实

完善原文化事业单位。在全县建成5 5个乡镇文化站(含中心文化站)，231个文化室，

4 6家电影放映场，5 4个录像放映点，8 0个图书发行点，140多个个体文化户，6家

舞厅，逐步形成县、区，乡、村四级文化网络’新修文化馆、图书馆、景苏楼、式苏

轩、新华书店，电影院等，建筑面积共二万余平方米，形成了布局合理、设备配套、档

次较高、功能多样的县城文化设施。此外，成立了苏轼研究会、东坡遗址遗迹保护工作

年会、三苏资料中心，建立了东坡画院、三苏二{；画家协会、摄影仂会、川剧玩友协会、

文艺创作组等群众文化组织。各类会员600多人，遍及城镇农村，自筹资金开展活动，对

国办文化起到了延伸和补充作用。文艺创作十分活跃，仅近四、五年间，全县业余作者

在市级以上干tj物发表的各类文艺作品1100余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美术作品专集10

余种，其中10余本(篇)为市级以上获奖作品。1987年9月16日至20日，县委、县政府

成功地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苏东坡诞辰九百五十周年文化经济交流会暨眉山首届东

坡文化节，，，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眉山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段值得眉山人民骄傲的文化历史，是干余年来一代代眉山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

晶。1991年1月，省人民政府特公布眉山为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建设

历史文化名城，弘扬三苏文化"，是目前乃至今后眉山文化工作弹奏的主旋律。可以肯

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推移，聪明、勤奋的眉山人民，必将为眉山文化写出更加

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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