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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县志》

凡例 张孝忠

概述 张孝忠

大事 张孝忠

建置 蔡仁政

自然环境 邓芝兰

人口． 杨荣炳。

党派群团 蔡裕隆

政权 蔡裕隆 ～

政协 蔡裕隆

司法 张孝忠

军事 宋友成蔡仁政

民政 蔡裕隆

人事 蔡裕隆许光禄

经济总貌 邓芝兰张孝忠

农业 阳本荣杨世钧

林业‘h” 张孝忠

工业建筑业张孝忠毛显英

商业 ．张孝忠

交通运输 郑泽玉宋友成

邮政电信． ．贺玉舟’

财税 赵文玺

金融 邓芝兰

，厂’、、：

J

：

总纂完稿人员

城乡建设 宋友成蔡裕隆
；‘

邓芝兰‘

综合经济管理邓芝兰

科技 贺玉舟、郑泽玉

教育 蔡仁政

文化 邓芝兰蔡仁政

广播电视‘ 邓芝兰

卫生 杨荣炳

体育 蔡仁政

民族宗教 宋友成张孝忠

人物 张孝忠

杂录 宋友成蔡仁政

本志编纂始末蔡仁政。．一

后记 张孝忠 ，

绘图 宋友成 。。‘，

摄影‘ 宋友成邓政

范先志毛万良

戴永清王正才

．打印稿打印、校对
‘

毛显英邓芝兰

郑泽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金川县历史沿革表
(1666～1988)

金川寺宗教首领嘉勒巴归附清廷 绰斯甲部落首领归附清廷

1666-年(清康熙五年) 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

‘ 工

大金川安抚司(-1-．司) 绰斯甲安抚司(土司)
1723～1776 1702～1776

(清雍正元年至清乾隆四十一年) (清康熙四十一年至清乾隆四十一年)
上 上

阿尔古直隶厅 绰斯甲宣抚司(土司)
1776～1779 1776～1935 ‘

(清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 (清乾佳四十一年至民国24年)

l i
． 绥靖屯 崇化屯

1779"-'1935 1779----1935

(精乾隆四十四年至民国24年) ．(清乾隆四十四年军民国2绰)
I I

· ● ●

金 川 省
1935．10～1936．7

(民国24年lo月至民国25年7月)
‘ ‘ ‘

‘

绥靖县(苏维埃政府) 崇化县(苏维埃政府) 绰斯甲县(苏维埃政府)．1
1935．10～1936．7 1935．10～1936．7 1935．10-'1936．7

(民国24年10月至25年7月) (民国24年10月至25年7月) (民国24年10月至25年7月) l
‘ ‘ 工

靖化县 绰斯甲宣抚司(土司)
1936·9～1953·7 1936．8～1950．12

上

剿匪生产

绰斯甲 委员会(县级)

行 政
1951～1956

，’ 1

大金县 绰斯甲县
1953～1959 1956～1959

下 中 上 色

寨 寨 寨 篓
千 彳 导 亍

金川县
壤塘县
1959一

’

1959～
(色尔坝区后划属色达县)

注·(1)唐至明末属羁縻统治．省略未列．

(2)金川省除辖绥靖、祟化，绰斯甲3县外。还辖懋功、抚边、丹巴、党坝、卓克基、金汤6县和阿坝特区．



新编《金Jll县志》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出版问世，实是我

县一大喜事，也是全县各族人民向建州四十周年敬献的一份厚礼。

新县志是时代的新篇厂嚏j曩巨大的文化工程。新县志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金川自然和社会的千态万状

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是县情的全方位反映。从此，一方乡风，展卷

可得，鉴往知来，为政者将有所咨考。

任职一县，要富民富县，发展经济乃县政之要举。为政者，须

观今鉴古，深入调查，作出正确决策。县委、县政府决定新修县志，

实为了解县情，为资政提供科学依据。于是广甄人选，组建机构，

拨付专款，开展工作，虽三次换届，人事更迭，但修志工作始终不

辍。全体编纂人员，殚精竭虑，辛勤耕耘，上承前志之精华，去芜

存菁；下聚各方之卓见，广征博采。六修纲目，三易志稿，分口撰

写，众手成篇，合成总纂，一笔主削，经省州评审，反复修改，历

．时九载，付梓成书，虽时日略延，但敬事慎行之精神可嘉。

新中国建立后，我县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实现了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平等，以主人翁的姿态建设家乡，发

。展生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贯彻执行党

中央根据国情，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地处边远山区的

金川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富裕，昔日缺吃少穿的农，牧民，

初获温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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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88年已达3658万元，是1952年的9倍多。农

业连年丰收，工业从无到有，已有了起步产业。市场繁荣，人心安

定，民族团结，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志书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

作的结果。感谢省、州业务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感谢兄

弟县和各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感谢县内各部门的通力协作；感谢

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著述。《金川县志》是一部社会主

义新县志，这项千秋功业，无论对今人或后人，都将会起到资政、

教育、存史的作用。金川县各族人民将从新修《金川县志》中，鉴 i

古知今，获取教益，发扬光荣革命传统，振奋精神，在新时期，谱

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一，

原金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扎 易

1993年6月



序．二

金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居大渡河上游，雄踞川西北，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代乾隆皇帝曾两次用兵金川。著名的金川之

战就发生在这里。在这方秀美的土地上，居住着勤劳勇敢、聪明灵

秀的藏、回、汉等各族人民。旧社会，这里的人们倍受高租重役盘

剥，虽日日’苦累，终年劳作，仍难获温饱。红军长征时期，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1950年，我

县解放后，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将这方山环水绕的形胜之地，绘制

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

旧政权的冷落萧条，新社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历史巨变，理当昭示青史，垂鉴后人。本世纪80年代初，值

盛世修志之机，中共金川县委、金川县人民政府，烛见新修县志意

义深远，毅然定策新编《金川县志》。九年来，县委、县政府多次

研究部署，力求修志工作正常开展，保证修志任务圆满完成，在全

社会的关怀和各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全体修志人员辛勤耕耘，敬慎

其事，大至谋篇布局，小至遣词用字，皆反复商酌推敲，务求确当，

几经寒署，终竟其功，于今问世，值得庆贺。

新编《金川县志》，充分反映了金JII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如

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县人民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总结经验，

指陈得失，记取教训，概述规律，百门百科，录存其中，实为我县

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这一千秋伟业，必将服务当代，承前启
、

Ⅵ ．



．
2 ．j。

。 一金川县志

后，惠及子孙。

我和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族人民一样，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发

展变化，常感奋不已，思绪万千。能为金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尽微薄之力，．既感欣慰又感责任重大，我为了不辜负党的培养

和人民的厚望，决心当好人民的公仆，与全县人民一道，努力工作，

为把金川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而奋斗不息。

值此新编《金川县志》出版之际，编委会嘱我为序，于此心潮

起伏，感触良多，聊缀数语，与县人共勉。诚望全县各族人民，同

心同德，乘着改革之激浪，大展宏图；把握开放之机遇，振兴经济，

共同谱写金川历史的新篇章。

中共金川县委书记 吴玉贵

1993年8月



序三

金川是川西北藏区的古县之一，唐为哥邻国，后置羁縻金川州，

清为绰斯甲宣抚司和大金川安抚司辖地。乾隆辛卯之役结束，大金

川改土归流，清廷作为边陲重地经营，置阿尔古直隶厅。1935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创建大金川革命根据地，曾置金川省，治地

设绥靖；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首府亦设于此。此间，金川各族

人民与工农红军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存了

红军主力，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j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金川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创造的业绩，空前未有。这些伟大成就，本应有一部

县志予以记载。 ．

历史上金川曾于1825年(清道光五年)编修《绥靖屯志》10

卷，虽然记载保留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毕竟成书于第二次金

川之战后不久，地方伤痍甫定，文献资料阙如，编纂者囿于封建统

治阶级的政治偏见，致使屯志门类残缺，简略失恒，记述偏颇，褒

贬无当，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金川的历史。1912年(民国元年)复

有《崇化屯志略》脱稿完篇，筒略尤甚，形同提纲。1984年秋，中

共金川县委、金川县人民政府，决定新修《金川县志》。修志工作

开展以来，县委、县政府自始至终‘，特为关注，加强领导，常抓不

懈。编纂人员历数年之艰辛，于1992年完成分志初稿，进入总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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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阶段。时值政府换届选举，我于1993年初，接任现职。本着

“任职一县，．造福一方”的为政箴言，团结全县各族人民，努力工

作，无论搞开发，建工厂、抓财贸、管农业、办教育、兴科技，皆

殚精竭虑，全力投入，意欲把金川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国有优良的修志传统，主政一县，主修县志，责无旁贷。本

届修志；非续非补，实为创编。在前任做了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对

已取得巨大成绩的修志工作，我更不敢稍事懈怠。感谢全体编纂人

员忘我工作，现已脱稿竣事。值志书付梓之时，县财政困难，出版

资金无出，乃多方筹措，定策斥资付印，以竟全功。

新编《金川县志》，观点正确，体例得当，搜罗宏富，资料翔

实，结构严谨，考校精严，文字简练，记述准确，具有浓厚的地方

特色和明显的时代风貌。值此新编《金川县志》出版问世之际，编

委会要我写一篇序，并获缀名其后，庆幸此浩繁之文化工程建设竣

事，谨识其略。愿全县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再创辉煌!

金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清林

1993年8月



凡 例

一、新修本志，以掌握县情，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

史借鉴和决策依据，科学保存地方史料；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

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宗旨。 -

二、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

济为重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县内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

状。对解放后史事的记述，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以党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

三’、本志记事选材，详近略远(《建置》除外)；详特优，略

共有；详转折质变，略一般过程；详实践活动，略文件辑录。‘

四、本志篇目，以类系事，事以类从，不受部门领属关系所限。

分志层次为篇、章、节、日。

本志《：大事》集中记述执政党及政权机构重大决策和政治运动，

故在《：党派群团》、《政权》两篇中，不再设专节记述。

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收客籍，

选择范围以在县内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诸方面影响较大

者，绝大部分为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以卒年

先月为序·

五、本志断限上自1911年，下迄1988年。部分事物需溯源者，

、 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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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超过上限。
．

‘．

六、本志体载，记、志、传、表、图、录分别运用，以志为主，

图表分附各篇之中。

七、本志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记叙文体。语言力求严

谨、质朴、简明、通畅。
一

．

八、本志一律使用简化字，以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准；数字书写，按照1987年

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

．
数字用法的试行办法》执行(纪年例外)；计量单位，以1984年2

月27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

1日人民币币额，记述中使用原额加注，统计表中折为新币额；标点

． 符号，按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

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 。九、本志采用公元纪年统合古今，加注当时历史纪年的方法，

《建置》、《大事》两部分采用新中国成立前年代逐年加注，其余各 ．．

篇仅民国以前年代逐年加注。相邻志文中相同年号首次出现后可类 ：

’推出，首次之外不再加注。

本志所称“解放后"，指1950年10月3日(靖化县，含10月

3日)和1 950年12月(绰斯甲地区，含12月)以后。

地名、历代政权、职官，用当时称谓。地名有演变者，加注今

名。人名一律直书姓名不冠褒贬词。各种名称首次使用均用全称，

如重复使用且名称过长，可在首次出现时加注后使用简称。
。

地理座标，纬度在前，经度列后。+

十、本志入志资料来源于省、州、县档案馆、省图书馆、成都

市图书馆和各部门档案，以及部分亲历，亲见、亲闻人员提供的资

料，经稽核后，筛选取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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