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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樊敏碑、阙。属省重

i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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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出土的西汉陶器(上)

和宋墓中出土的彩陶俑f右)。

图为县境北部鸡心山之鹰咀岩：



位于青衣江畔的沫东乡桑园

大岩腔水电站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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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芦山县北部原始森林反

下图为林区的云杉和杜鹃花



新石器时代部分器物(左)。

下图为春秋战国时代部分青铜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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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土的珍贵文物

“巴蜀图语”青铜圆印。

中左图为西汉c。辟邪”钮

将军印。

右为东汉民族地区武职官

印。

图为东汉墓出土之铜铸摇钱树

枝及石亥6摇钱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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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双石乡农民采摘新茶



目 录

atom、前言

=、芦山县地图

三，芦山县概况⋯⋯⋯⋯⋯⋯⋯⋯⋯⋯⋯⋯⋯⋯⋯⋯⋯⋯⋯⋯⋯⋯⋯⋯⋯⋯⋯⋯⋯⋯(1)

四、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芦阳镇⋯⋯⋯⋯⋯⋯⋯⋯⋯⋯⋯⋯⋯⋯⋯⋯⋯⋯⋯⋯⋯⋯⋯⋯⋯⋯⋯⋯⋯⋯⋯(11)
‘

飞仙人民公社⋯⋯⋯⋯⋯⋯⋯⋯⋯⋯⋯⋯⋯⋯⋯⋯⋯⋯⋯⋯⋯⋯⋯⋯⋯⋯⋯⋯(13)

风禾人民公社⋯⋯⋯⋯⋯⋯⋯⋯⋯⋯⋯⋯⋯⋯⋯⋯⋯⋯⋯⋯⋯⋯⋯⋯⋯⋯⋯⋯(16)

沫东人民公社⋯⋯⋯⋯⋯⋯⋯⋯⋯⋯⋯⋯⋯⋯⋯⋯⋯⋯⋯⋯⋯⋯⋯⋯⋯⋯⋯⋯(19)

升隆人民公社⋯⋯⋯⋯⋯⋯⋯⋯⋯⋯⋯⋯⋯⋯⋯⋯⋯⋯⋯⋯⋯⋯⋯⋯⋯⋯⋯⋯(22)

隆兴人民公社⋯⋯⋯⋯⋯⋯⋯⋯⋯⋯⋯⋯⋯⋯⋯⋯⋯⋯⋯⋯⋯⋯⋯⋯⋯⋯⋯⋯(25)

龙门人民公社⋯⋯⋯⋯⋯⋯⋯⋯⋯⋯⋯⋯⋯⋯⋯⋯⋯⋯⋯⋯⋯⋯⋯⋯⋯⋯⋯⋯(28)

思延人民公社⋯⋯⋯⋯⋯⋯⋯⋯⋯⋯⋯⋯⋯⋯⋯⋯⋯⋯⋯⋯⋯⋯⋯⋯⋯⋯⋯⋯(31)

芦阳人民公社⋯⋯⋯⋯⋯⋯⋯⋯⋯⋯⋯⋯⋯⋯⋯⋯⋯⋯⋯⋯⋯⋯⋯⋯⋯⋯⋯⋯(34)

清源人民公社⋯⋯⋯⋯⋯⋯⋯⋯⋯⋯⋯⋯⋯⋯⋯⋯⋯⋯⋯⋯⋯⋯⋯⋯⋯⋯⋯⋯(36)

仁加人民公社⋯⋯⋯⋯⋯⋯⋯⋯⋯⋯⋯⋯⋯⋯⋯⋯⋯⋯⋯⋯⋯⋯⋯⋯⋯⋯⋯⋯(39)

太平区概况⋯⋯⋯⋯⋯⋯⋯⋯⋯⋯⋯⋯⋯⋯⋯⋯⋯⋯⋯⋯⋯⋯⋯⋯⋯⋯⋯⋯⋯⋯(41)

双石人民公社⋯⋯⋯⋯⋯⋯⋯⋯⋯⋯⋯⋯⋯⋯⋯⋯⋯⋯⋯⋯⋯⋯⋯⋯⋯⋯⋯·缔(42)

太平人民公社⋯⋯⋯⋯⋯⋯⋯⋯⋯⋯⋯⋯⋯⋯⋯⋯⋯⋯⋯⋯⋯⋯⋯⋯⋯⋯⋯⋯(47)

中林人民公社⋯⋯⋯⋯⋯⋯⋯⋯⋯⋯⋯⋯⋯⋯⋯⋯⋯⋯⋯⋯⋯⋯⋯⋯⋯⋯⋯⋯(51)

快乐人民公社⋯⋯⋯⋯⋯⋯⋯⋯⋯⋯⋯⋯⋯⋯⋯⋯⋯⋯⋯⋯⋯⋯⋯⋯⋯⋯⋯⋯(54)

大川人民公社⋯⋯⋯⋯⋯⋯⋯⋯⋯⋯⋯⋯⋯⋯⋯⋯⋯⋯⋯⋯⋯⋯⋯⋯⋯⋯⋯⋯(58)

宝盛人民公社⋯⋯⋯⋯⋯⋯⋯⋯⋯⋯⋯⋯⋯⋯⋯⋯⋯⋯⋯⋯⋯⋯⋯⋯⋯⋯⋯⋯(62)

1’

)76(

I

体

况

实

概

理

山

地

纯

然

罗

自，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灵鹫山概况⋯⋯⋯⋯⋯⋯⋯⋯⋯⋯⋯⋯⋯⋯⋯⋯⋯⋯⋯⋯⋯⋯⋯⋯⋯⋯⋯⋯⋯(69)

围塔山概况⋯⋯⋯⋯⋯⋯⋯⋯⋯⋯⋯⋯⋯⋯⋯⋯⋯⋯⋯⋯⋯⋯⋯⋯⋯⋯⋯⋯⋯(70)

芦山河概况⋯⋯⋯⋯⋯⋯⋯⋯⋯⋯⋯⋯⋯⋯⋯⋯⋯⋯⋯⋯⋯⋯⋯⋯⋯⋯⋯⋯⋯(7D

附：青衣江源流及得名考释⋯⋯⋯⋯⋯⋯⋯⋯⋯⋯⋯⋯⋯⋯⋯⋯⋯⋯⋯⋯⋯⋯(72)

西川河概况⋯⋯⋯⋯⋯⋯⋯⋯⋯⋯⋯⋯⋯⋯⋯⋯⋯⋯⋯⋯⋯⋯⋯⋯⋯⋯⋯⋯⋯(76)

思延河概况⋯⋯⋯⋯⋯⋯⋯⋯⋯⋯⋯⋯⋯⋯⋯⋯⋯⋯⋯⋯⋯⋯⋯⋯⋯⋯⋯⋯⋯(7 7r)

六，企事业单位

苗溪茶场概况⋯⋯⋯⋯⋯⋯⋯⋯⋯⋯⋯⋯⋯⋯⋯⋯⋯⋯⋯⋯⋯⋯⋯⋯⋯⋯⋯⋯(87)

七，人工建筑

八，名胜古迹

名胜古迹概况⋯⋯⋯⋯⋯⋯⋯⋯⋯⋯⋯⋯⋯⋯⋯⋯⋯⋯⋯⋯⋯⋯⋯⋯⋯⋯⋯⋯⋯(91)

出土文物概况⋯⋯⋯⋯⋯⋯⋯⋯⋯⋯⋯⋯⋯⋯⋯⋯⋯⋯⋯⋯⋯⋯⋯⋯⋯⋯⋯⋯⋯(94)

汉代传世名碑——樊敏碑(附阙)⋯⋯⋯⋯⋯⋯⋯⋯⋯⋯⋯⋯⋯⋯⋯⋯⋯⋯⋯⋯(96)

附l哀牢夷传⋯⋯⋯⋯⋯⋯⋯⋯⋯⋯⋯⋯⋯⋯⋯⋯⋯⋯⋯⋯⋯⋯⋯⋯⋯⋯⋯⋯(97)

樊敏生平简介⋯⋯⋯⋯⋯⋯⋯⋯⋯⋯⋯⋯⋯⋯⋯⋯⋯⋯⋯⋯⋯⋯⋯⋯⋯⋯⋯(97)

樊敏碑碑文今字及碑阴跋文⋯⋯⋯⋯⋯⋯⋯⋯⋯⋯⋯⋯⋯⋯⋯⋯⋯⋯⋯⋯⋯(99)

珍贵的东汉石刻——王晖石棺⋯⋯⋯⋯⋯⋯⋯⋯⋯⋯⋯⋯⋯⋯⋯⋯⋯⋯⋯⋯⋯(101)

附。郭沫若咏王晖石棺诗二首⋯⋯⋯⋯⋯⋯⋯⋯⋯⋯⋯⋯⋯⋯⋯⋯⋯⋯⋯⋯(102)

北宋古建筑——姜庆楼⋯⋯⋯⋯⋯⋯⋯⋯⋯⋯⋯⋯⋯⋯⋯⋯⋯⋯⋯⋯⋯⋯⋯⋯(104)

东汉名碑——杨君之铭⋯⋯⋯⋯⋯⋯⋯⋯⋯⋯⋯⋯⋯⋯⋯⋯⋯⋯⋯⋯⋯⋯⋯⋯(106)

黄庭坚书撰的《绿菜赞》碑⋯⋯⋯⋯⋯⋯⋯⋯⋯⋯⋯⋯⋯⋯⋯⋯⋯⋯⋯⋯⋯⋯(107)

九、附录

1．红军长征经过芦山概况⋯⋯⋯⋯⋯⋯⋯⋯⋯⋯⋯⋯⋯⋯⋯⋯⋯⋯⋯⋯⋯⋯⋯(109)

2．芦山县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111)

+、后记

Ⅱ



声

∥}秽

槐

吉焐坐P
日U 百。

‘芦山县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工作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于1982年3月开始，经过6个

多月的努力编写完成的。

地名，它反映了一个地区从古至今的政治、经济，军事、疆域、地理、自然、物候、民

族、文教，卫生，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状况。而且以今推古，还可印证史籍，窥见历史风

貌，并有其规律可循，形成《地名学》这一新兴的科学。发展至近代，随着“四化"建设的

进展，国际交往日渐频繁，国内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人民生活范围的

不断扩大，因而更要求地名达到准确、规范和稳定，才能适应和满足国防，外交、政法，邮

电，交通，新闻，广播，电视、文化、教育、卫生，出版，气象、地质，测绘，财贸、旅游

等部门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芦山县由于历史悠久，地名演变复杂，并有部份方言命名具有民族特征，使地名考证工

作涉及面甚广，有的古地名还存在着学术性的研究探讨，一时难以定论。地名工作本身也是

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充分，工作中也缺乏经验，因而对全县的地名考证

还不够深入细致，尚未达到地名工作所要求的标准，有待于今后不断充实与修订。

本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l s20万的全县地图及

城区图，汇辑了全县与地名有关的文字概况材料39篇，收录了全县标准地名863条(其中包

括全县行政区划名98条，行政区划驻地及自然村529条，自然地理实体名203条，企事业单位

名12条，人工建筑名9条，名胜古迹名7条，其它名5条)。对上述每条地名，均加注了汉

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将每条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和更替，逐条作了简要的说明。在篇末

附录了本地名录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以便使用时索检。此外，附有插图24幅。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均摘自县统计局1980年及各部门年报资料。其他专业论据，为有

关部门所提供的资料加以汇集。行政区划中，全县的现有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数目及

名称，为1981年的资料。

芦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芦山县概况

芦山县位于四川省雅安地区东北部。北与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连界，东与温江地区崇

庆、大邑，邛崃三县毗邻，东南与雅安县接壤，西南与天全县连接，西北与宝兴县为邻。县

城距雅安33公里，距成都183公里。地跨北纬30。017至30。497，东径102。52 7至103。117。县

境呈南北狭长地形。全县总面积l，364平方公里，山区占80％以上。现辖1个区，16个人民

公社，80个生产大队，655个生产队。截至1980年底，总人口为98，075人(包括省属苗溪茶

场人口)，比1949年增长50．6％。其中，汉族98，036人，藏族34人，回族5人，男性51，368

人，女性46，707人，农业人V192，024人，非农业人口6。051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69

人(其中山区每平方公里为28人，坝区每平方公里为246人)。

县人民政府驻地芦阳镇，位于飞宝公路(飞仙关至宝兴县)18公里处。县城海拔高度为

690米。

(一) 历 史 沿 革

芦山县历史悠久，开发较早。县名在历史上曾几经更迭，得名由来各异。公元前316年

秦并巴蜀后，于蜀郡所置十五县中，即已设青衣县，以县境古为青衣羌国而得名。西汉因

之，东汉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改青衣县为汉嘉县，取汉王朝嘉奖之意。因秦汉时在西南

少数民族中，青衣羌人是接受汉文化较早的民族之一，见于史籍记载较多。如先秦史册《竹

书纪年》中即已有：“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1年)，瑕阳人自秦道(导)氓山青衣水来

归’’，证明青衣羌人与中原文化构通甚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安帝永初二

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髓，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

爵号为奉通君"’《水经注》： “公孙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为

郡黟，+“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改(汉嘉)，日得此良臣也力。三国

蜀汉时改汉嘉县名为阳嘉县，以避“汉刀讳而改名。隋仁寿三年始名卢山县。其名称由来有

数说：1，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说： “卢山，在县西北九里"， “因山为名黟I

2、宋代乐吏撰《太平寰宇记》说： “以界内卢奴山为邑之名芦， “芦奴山在县东五里，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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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阳山相接"，3，《旧唐书·地理志》说： 口卢山在县西北六十里刀，4，《芦山县志》

说。 “芦山，在县东十里，为始阳山分支，如芦根倒地，一日芦龙山，以俗指兹山为县龙

脉，故名。其山脊又名芦山岗，隋仁寿三年置县于此，始以名治"，5、任乃强教授著《四

川地名考释》称； “卢字古义为黑色。东倚罗纯山脉，与故邛州火井县为界。南北延亘数

里，百松杉密被，望之森黑，故日卢山弦。

上列诸说，经我们考证，认为《元和郡县图志》可从。因为：1．唐李吉甫撰此书资料来

自官方文书，档案可信，2．距隋不远，不致讹传，3．芦山治地，经地下考古发掘证实，自汉

以来县城大体均为今之芦阳镇，4．以山南、水北为阳，芦阳镇地处青衣水北，芦山之南，可

互证芦山得名及方位，5．芦山县西北九里今山名为庙溪山、灵鹫山，古名灵山I “灵移，

“芦”同声相假’隋唐时改灵山为卢山，因全国以灵山为山名、县名者不下二十处之多(见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避免重名，故作此更改。

元王朝至元二十年改卢山县为泸山县，或因县城傍青衣水滨而得名。明洪武六年，始更

名为芦山县沿用至今。其名称由来， “卢"、“芦弦古字义相通，从《元和志》，以县西北

之卢山而得名。

据史书记载及本县于建国后出土文物证明，已知我县远在新石器时代(距今四千年至一

万年)，即有氏族部落在此繁衍生息，从事狩猎和农耕，本县出土有大量新石器时代器物可

资佐证。据《尚书·禹贡》，夏禹、商汤时为梁州之域，周属雍州，春秋、战国时为青衣羌

国地(参见《尧典·十二牧》，《职方·九州》，《竹书纪年》、《华阳国志》、《水经

注》等)。芦山古代，为民族聚居区。历代虽有徒移更替，但据史册记叙，大体以青衣羌人

为主，泛称氐羌，族属管夷(见《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等)。

战国中期，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灭蜀后，施行郡县制度。于蜀郡设置十

五县中，即已有青衣县建置(见《汉书·地理志》，参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距今

已有二千二百余年历史。并于此后大徒秦、赵，楚地之族实蜀，因而使中原文化、楚文化得

以在蜀地进一步交融，发展为芦山古代的悠久历史和卓越的文化。至今尚存的东汉名碑一樊

敏碑碑文，对这些史实有较详记叙(参见本书《樊敏碑、阙概况》)。

西汉继秦，沿秦郡县制度。汉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重开青衣道(近年出土之汉印

“汉夷土部之章"可证此一史实)。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复置青衣县，属沈黎

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废沈黎郡，置西部两都尉， “一治旄牛主徼外羌，一治青衣主

(2)



汉民"，并属蜀郡(芦山出土有“都尉府造"汉砖及云纹瓦趟)。西汉末，公孙述据蜀(公

元24—36年)，青衣不服，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嘉之，于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以(青衣)

为郡。延光元年(公元122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芦山1941年夏出土之东汉名

碑“杨君之铭"已确证此一史实)，置都尉府，治地设青衣县(今芦山)，领辖青衣，严

道、徙县、旄牛四县。当时， “青衣王子仰慕汉制，上表请求内附"。顺帝阳嘉二年(公元

133年)，改青衣县为汉嘉县。于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置汉嘉郡，仍领辖四县、郡治

设汉嘉县(4-芦山)。三国蜀汉时，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改汉嘉县为阳嘉县，仍设汉嘉

郡。此后，西晋，东晋、刘宋，南齐，均复沿用汉嘉县名。仅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

时，废汉嘉郡，将汉嘉县并入晋原郡，郡治设江原县(今崇庆县怀远公社)。南齐建元元年

(公元479年)，改晋原郡为晋康郡，郡治仍设江原县。晋末，蜀中大乱，历梁、西魏、北

周约近百年间，战乱频繁，民族流徒亦较大，郡县时有荒废。 (以上见《后汉书》，《水经

注》，《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三国志》等书及蒲孝荣著《四川历代政区治地

今释》、任乃强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四川地名考释》，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

史》，蒙文通著《巴蜀古史论述》，顾颉刚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徐中舒著《论巴蜀

文化》，刘琳著《华阳国志校注》等书)。

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二十二年，始置卢山镇(兵镇)，仁寿

三年升镇为县，属雅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雅州，卢山县改属临邛郡。

至唐朝，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仍置卢山县，复置雅州，卢山县从临邛郡中划

出，隶属其中。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置雅州都督府。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

置卢山郡，郡治设严道县(今雅安城关镇)。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废卢山郡，复置

雅州，卢山县仍隶属其中。此后，五代十国中之前蜀，后唐、后蜀，以至北宋，南宋，均沿

用卢山县名。 (参见《隋书》，《元和志》、《唐书》、《宋史》等)。

元王朝统一中国后，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改卢山县为泸山县，仍隶属

雅州，属嘉定府路。元末，裁废泸山县，并入严道县地。(参见《元史》)

至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始置芦山县。此后，历清代，民国至今，均沿用此

县名。

芦山县历代政区治地，大体均设芦阳镇。

辛亥革命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芦山县属建昌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

属四川省第十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属西康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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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lO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冬，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形势下，西康省宣告和平解放。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

芦山县，隶属雅安专区。1955年lo月，川康合省，雅安专区划属四川省。全专区辖八县，芦

山县隶属其中。

明，清时，芦山县辖水东，龙门、清源三乡，置里甲。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推

行“新县制"，全县改为二镇、八乡，八十三保，计为，芦阳镇，辖十二保，飞仙镇(后改为

乡)，辖六保，沫东乡，辖九保，凤禾乡，辖八保，思延乡，辖七保，升恒乡(现为升隆公社)

辖八保，隆兴乡，辖七保，龙门乡，辖九保，仁加乡，辖九保，清源乡，辖八保。建国后1951

年春，将原属天全县第四区的大川乡(包括现快乐公社)，双河乡(现为双石公社)，太平乡(包

括现中林公社)，宝盛乡四个乡全部划属芦山县。1956年春，又将原属天全县铜头乡之一部

份划入芦山县思延乡I将原属宝兴县灵关乡之模范、朱家、宝灵三个村划入芦山县双石乡。

1951年土改后建政时，全县计有芦阳一镇，十五乡J 1953年改芦阳镇为乡，共为十六个

乡，即今所辖十六个公社。

在近代史上，芦山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张献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权，曾派遣部属张能奇率部占领

雅州一带达数年之久，并曾委派李国杰担任芦山县令，得到了芦山人民的热烈拥戴(见《芦

山县志》)。

清咸丰年间(约为1851年至1861年)，农民起义军李永和、兰大顺曾率部围攻雅州，转

战天全，芦山一带，得到了芦邑人士骆三美、杨殿元举义旗响应，率众参加了反清起义活动

(见《芦山县志》)。

1863年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进入雅安地区境内。其先锋赖裕新曾率部在天全、

芦山一带转战。同治二年二月(公元1863年)，赖裕新阵亡，余部由赖文光统率，自雅安分

兵，一路从名山百丈，一路从芦山越正西山，经火井槽，向邛州(今邛崃)进发，曾得到芦

山人民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1911年，爆发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芦山人民曾组织保路同志

军，配合各地保路同志军围攻雅州和堵击赵尔丰部的多次战斗，为辛亥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

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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