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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备 孝：’
朗 青

地名是反映客观地理实体的名称。它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有极为密切

的关系。

为了加强地名管理，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的要求和四川省地名领导小组《关于编辑市、县地名录的意见》，编辑了《四川省

彭县地名录》，作为各级政府管理地名，推行地名标准化的一本工具书，提供党政机

关、科研单位、交通、邮电、文教、测绘、旅游以及工农业生产各部门使用。

本书主要内容记述了我县境内行政区划及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

工建筑、名胜古迹等五类地名2808条，并辑录重要地名概况64篇、彭县古今地图各1幅，

乡镇集市图22幅、各类地名照片59幅、地名检索表2套，全书共30余万字。对各类地

名的名称来源、含义和更迭都作了较深入的考证，每条地名均表列简明备注，概括地反

映了我县各类地名的方位、特点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自然条件、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情况，是建国以来我县第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准确的、法定的地名档案，也

是建设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不可少的一份基础资料。
。

《彭县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基础上，经过地名标准化处理之后诞生的。过去，我

县地名在几千年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因时而易，且多口碑传说，，难免字谬音讹，名位不

准。有的用字生僻，易生歧义淆音，有的含义不健康，甚至侮辱劳动人民，歧视兄弟民

族，有损国家主权。“文化革命"期间又大搞“一片红"，轻率更名，雷同甚多，徒增
●‘

混乱'极不利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为了解决上述混乱现象，．我们于1980年10月至
．

0 ’一

1981年B月，遵照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

地名普查和核调，并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本着尊重历史文
j

化遗产，保持地名相对稳定，注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反映地理特征以及命．
。’I：

‘

名用字简明确切，不用序数，不重名等原则，着重对县内行政区划名称进行了命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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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标准化处理。在编辑地名录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发动干部和群众调查研究，考证史

料，。对全部地名成果进行反复校正，增删了部分地名，调整了部分地名的类翻，校正了

部分地名的标准名称，充实了全部地名条目的备注，增撰了彭县山脉概况。并于初稿完

成之后，按“名从主人，，的原则，首先分别邀请各社镇领导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阅修

改，然后按规定逐级验收，其间尝几易其稿，务求具备应有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

和资料性。因而本书不仅集中了地名普查的成果，并使之更加丰富、可靠和实用。现

在，1《四川省彭县地名录》已经四川省地名领导小组审查批准付印。今后凡使用我县地

名均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彭县地名录》所引县，社，镇的人口，土地面积、工农业生产有关各项数据，均

取材于统计部门1980年统计年报。

地名录的编辑，在我县仅系初步尝试，事创成促，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难免错

漏，望使用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见，以便研究修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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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县概况

彭县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北部，地跨东经1 0 3。407一一l 0 4。107 j北纬30。5C一一

31。267。面积1427．48平方公里。西境毗连灌县，北境接壤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茂汶

等县，东北紧邻什邡，东南与广汉交界，南隔蒲阳河、清白江与郫县、新都相望。1980

年底总人口68．1 7万人，比1949年增长66．7 1％，其中男34．7 1万人，女33．4 6万人，

农业人口60．02万人，绝大多数是汉族，有少数回族、藏族、满族、羌族。现辖1个

区、32个公社、6个镇、4 6 5个生产大队。县治天彭距成都西北40公里，处东经1 0 3。

567，北纬30。597，海拔6 0 3米。

彭县辖境历史悠久。据光绪R彭县志》：县境“周初为彭国，东周为蜀王柏灌，鱼

鬼、杜宇所居。”考诸有关著述亦称：“彭县，周彭国也。武王伐纣彭人与焉”(注一)。

“蜀王蚕丛氏之后裔已自岷山进入湔水上游居住。蜀王柏灌氏之世建国于瞿上”

(注二)， “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移治郫邑"， “其相开

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注三)。按所谓“瞿上"即今湔江河谷地区的海窝子(见注二)，

“湔山’’即湔水源出之山，亦名玉垒，县内北山之总名，属今龙门山南段(注四’，

“郫邑”即湔山南麓的九陇黄土丘陵，于今丰乐、桂花，隆丰、丽春、庆兴等公社毗连

地区。上述资料说明，距今二千七百年至三千年前，蜀族人在此立国兴邑，垦创农业，

引湔水灌溉，兼并了早居于此的彭人，形成以蜀族为主的奴隶制国家，是为蜀国肇造之

初。尔后不断向平原拓展，至开明氏王蜀， “徙至成都"，才逐渐形成“沃野千里”的

“天府之国"。故清《彭县志》说：县境“邑号小郫，产多嘉种”(见嘉庆版序)，

“王子安称为天帝会昌之国，英灵秀出之乡”(见光绪版序)，实为古蜀农业经济的摇

篮，蜀族立国的原始核心部分。今有考证蜀族本称天族，取“高原来人"、“从天而

降"之义。彭县因之得名的“天彭门"，便是“天"、“彭"二族先民曾活动于这一地

域留下的地名遗迹(注五)。

公元前3 1 6年秦灭蜀国，推行郡县制，始于境内置县。自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到东晋

末年(前3 1 6一一公元4 2 o年，共历7 3 6年)今境皆属繁县和郫县的部分，隶予蜀郡。

郫县辖九陇以西、关口以北山地，因其治古称郫邑，故名。一说关口以北山地，秦时属

湔氐县，故城在今通济公社上草坝(见光绪《彭县志》)。或言其地秦汉属湔氐道，故

城在今灌县聚源导江铺，隶于郫县。(见《社会科学研究》1／1981及《灌县概况》)因这

时蜀族居平原者已接受中原文化而称山间居民(指海窝子西北到都江后山一带的山民)

为“湔氐"，犹言素居湔山，湔水的“氐类”，故名。繁县辖平原部分，因其地处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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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扇，江水自此分流，由南转东，下汇于金堂峡，如马羁下繁缨飘拂。今人引申“繁，，

字有“簇集众多”之义，谓当时唯此地生产最好，人口最多，故名繁县。今天彭镇西北

的古城，据光绪《彭县志》称，此即繁县治遗址(注六)。

南北朝时期(公元4 2 O一一5 8 1年)由于政权割据，更迭频仍，本县建置沿革也随

之变化纷繁。在这1 7 9年间，今境先后归刘宋、南齐、肖梁、西魏、北周等五个王朝。

刘宋至西魏(公元4 2 o一一5 5 6年)境内除繁县仍置外，又于今关口置南晋寿县和南晋

寿郡，初为侨置，只有治地，而无实土，至梁始以沱北郫地实之。公元5 0 4年北魏武帝

改南晋寿郡为天水郡，公元5 3 4年西魏又改天水郡为九陇郡。公元5 0 2一一5 5 6年，

梁、魏两代并于关口置东益州治。梁时，州领晋寿一郡，西魏时则领九陇、广汉、西

遂宁、金渊等四郡，包括今之彭县、广汉、什邡、德阳、金堂、新都等县的部分地区。

北周时(公元5 5 7一一5 8 1年)境内“承平久，生聚日盛”，而“成都在尉迟迥平

蜀后，户口耗减"，因而南徙繁县，更名新繁，入隶蜀郡，以实成都。又取九陇山为

名，省东益州而仍置九陇郡，并改旧繁县地和晋寿县为九陇县。至此今境始为一郡一

县，以旧繁县城为郡县治。县以九陇为名，不独因其古为蜀王之国，丰腴之壤，尤以九

陇陇首地近关口，扼天彭门之险，据山水之雄胜，宋齐梁魏以来，代代置州郡治于此，

实为境内政治，经济的中心，故历隋，唐、宋三代(共7 0 o年)皆以为名。北周至隋，

全境皆属九陇一县。

隋统一全国后，推行州县二级制，悉罢天下诸郡。开皇三年(公元5 8 3年)罢九陇

郡为九陇县。仁寿二年(公元6 0 2年)置潦州，领九陇、清城、郫县，是为今县境以潆

水为名之始。(光绪《彭县志》：“彭之大川日北江水，一日漾水"。一说湔江下游清

白江古称潆水，见《社会科学研究》1／1981)。大业三年(公元6 0 7年)州废，县隶

蜀郡。唐初，武德三年(公元6 2 o年)复置淙州，领九陇、绵竹、导江三县。贞观二年

(公元6 2 8年)又废州。今天彭镇东南之古城，疑即潆州治遗址(注七)。唐高宗仪风二

年(公元6 7 7年)划九陇、雒县、什邡、新都、新繁等县在漾江以北，九陇界南之地为

潆阳县，治今漾阳镇，以其地处漾江之阳故名。此后7 0 O年间，历唐、宋、元三代，境

内皆置潆阳县。

唐太宗李世民废潆州后，于贞观十年(公元6 3 6年)徙弟元则为彭王，并修复故繁

县城为“王子城”。垂拱二年(公元6 8 6年)于此置彭州。《元和郡县志》说：“彭州

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是为今县名称的由来

。彭州历唐、宋、元三代，均以今天彭镇西北故繁县城为州治，先后领九陇、导江(今

灌县地)、唐昌(今郫县地)、潆阳等县。宋熙宁二年至四年(公元1069—1071年)
曾一度在关口置橱口县，亦隶彭州，后省入九陇县。元世祖二十年(公元1283年)又省

九陇县入彭州。故今境在唐宋时主要为彭州九陇、潆阳二县地，兼有唐昌部分辖区。元

代则主要为彭州潆阳一县所辖。

明代在地方行政建置上推行府州县三级制。明太袒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降彭州

为彭县。漾阳县亦随州废而省为镇。彭县自此得名，沿用至今，已历6 0 O余年。其问清

康熙七年曾一度并入新繁，雍正六年复置。1959年又一度与新繁县合署办公，同年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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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置。

彭县建置以来，其行政疆域、县治驻地等大体如今。明、清皆隶子成都府。辛亥革

命后，民国三年隶于西川道，民国二十四年后，隶于四川省第一行政督察区。1949年12月

解放后，隶于NJil省温江专区。1983年温江地区与成都市合并后，隶于成都市。县内行政

区划：清代分4乡17里。解放前分4区、29乡、1镇。解放后，初分五区，后分8区、30乡、4镇；

1952年缩编8区为6区，1955年改第一区为通济区，废第六区，置城关镇，余区全撤，并

乡为27乡。1958年公社化后，以乡称社，因宝兴、复兴二乡合并成一社，全县遂为26个

公社。1959年又由原崇宁县划入4个公社，全县遂为30个公社。1962年置隆丰、大宝二

镇，1975年以后又撤销大宝镇，新置复兴、思文2公社，故今县辖1区、6镇、32公社。

(=)自然条件

彭县地处成都平原际川西北山地的过渡地带，兼有山地、丘陵与平原地貌，大体情

况是：“六山一水三分坝”。山地分布于西河水库一一关口一一鸭子河以北；丘陵呈南

西一一北东向展布，西起九陇，经关口而东，迄于红岩九里埂。以上山丘面积占全县总

面积的56．55％。九陇、关口、鸭子河以南则为湔江冲积平原，属成都平原之一部，占全

县总面积的35．03％。河流水域纵横间布予山丘坝，占全县总面积的8．4％。

彭县山脉统属龙门山南段(受华夏摺断带控制)。境内山系以玉垒支脉为宗，分东

西两千，东千名蓥华山支脉，西干名光光山支脉。山势排列由西北向东南延伸，经丘陵向

平原过渡，形成全县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最高峰太子城，高达4812米，山地一般海拔

在1500一一3000米之间。地质构造属强烈上升的龙门山褶皱带，以北川一一中滩铺断裂

为界，分前山区和后山区。后山区主要为岩浆岩、古老的变质岩及少量浅变质的古生代

岩层，矿产资源丰富。前山区则为未变质的较新地层，多为三迭系、侏侈系的地层，盛

产煤炭。中低山区经济植物繁多，林木茂盛。湔江谷地，冲刷严重，海拔稍低，沿岸台

地为老冲积层，土壤深厚肥沃，是山区农田集中地带。丘陵地区：海拔7 0 O一一1000米之

间，一般向阳坡地土壤风化良好，植被茂盛；浅丘台地属侏侈系及自垩系地层，既宜耕

作，亦利发展经济林木以及其它多种经营。平坝区：海拔7 0 O米以下，最低点三邑公社

乌鸦埝海拔4 8 9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是全县粮油主产区。

彭县河流以湔江为主，属沱江水系。湔江源出太子城、光光山南坡，由北向南，折

而东流，纵贯全县，以主要排洪河道计，境内长90余公里，流经什邡、广汉至金堂注入

沱江。湔江支流：上游有银厂沟，金河、大海子、五道河、小海子诸水。南流至白水河

场纳自水河，经小鱼洞、通济至海窝子北纳白鹿河，再南流至关口出山，进入平原。湔

江至此分流，由南转东，分为鸭子河、小石河、马牧河、潆阳河、小漾阳河、白土河、

新润河、新开河，清白江等九大支流，呈扇状穿流坝区各公社。俗称“湔江九河”，彭

县因而有“九溪”之别名。县内水利枢纽工程一湔江堰即位于湔江出山分流处。解放
后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湔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以鸭子河为山丘溪沟集水河道，以

小石河为排洪河道，其余七河均已改造为湔堰灌区的人工渠道，年平均流量达26．3立方

米／秒。1953年建成的人民渠亦为县内重要的人工河道。该渠自蒲阳河引水，(属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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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水利工程)常年有20—90个流量，流经本县九个公社，境内长达36公里，自西向东北

横截湔江诸河，形成县内河渠交错，密如蛛网，极有利于灌溉，是为本县农业的一大

有利条件。此外，县内还有穿流西部山丘的土溪河，引岷入沱的蒲阳河过境。全县诸水

可供开发的水利资源共达23．47r万鞋，对水电事业的发展也极为有利。

彭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总的情况是：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温和、湿润。但

境内因地形地势不同，气候差异亦大，其特点是：气温随地势高度增加而递减，雨量贝IJ

随地势高度增加而递增。平原和丘陵区：年平均气温摄氏15．8度，一月分平均气温摄氏

4．5度，七月分平均气温摄氏25．4度。无霜期2 7 8天。年降雨量9 6 7毫米左右，多集中在

七月至九月。在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区，年平均气温则为摄氏12．6度，雨量1300毫米左

右。全县灾害性天气亦偶有发生，形成干旱、洪水、冰雹、暴风、秋绵雨等自然灾害。

由于境内山地多，地质构造复杂，森林、矿产资源颇为丰富。全县现有成林地47．7

万亩，森林复盖率为22．3％，全县活立木总蓄积量为94万立方米。经济林木有漆树、桐

油、竹、棕、果等多种类型。药材资源品种亦多。现已查明的矿藏：煤炭、蛇纹石、滑

石片岩、钾长石、石灰石、方解石、花岗岩等储量丰富，石墨、石棉也有开采价值。此

外，铜，铁、铜镍矿、金、黄铁矿、石油气等都有一定的储量。

(兰)经济情况

彭县古称“郫繁膏腴”之地， “盛有养生之饶"。但近百年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

制度下，湔江失修，“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刀，洪灾不绝，致使“水旱从人刀的天府之

鄙成了有名的“干彭县”，生产水平很低，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解放

后，在党领导下经过三十年治山治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迄至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达33589

万元(注八)，比1949年翻了两番。农业上，已建成稳产商品粮基地，正向多种经营生产

发展。工业也具有一定规模，工业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解放初期的19％上

升到43％。市场购销繁荣，国民收入增加，城乡建设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农业：是本县经济的基础。三十年来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共约1600万元。除兴

建闻名全省的人民渠以外，又建成小水库4座(总容量1500万立方米)、提灌站54 1

座。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湔江水害已初步得到治理，结合治理开垦河滩地2万余亩。111的

灌溉渠系基本得到改造，新的灌溉渠系已初步形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境内具有地形复杂，土地面积大，耕地少，人口多的特点，走农，工，副综合

发展的道路，前途极为广阔。全县总面积按1427．48平方公里折算，共约214．12万亩，

其中除城乡住房建筑、道路占地10．5％以外，现有耕地面积70．14万亩，占总面积的

32．7％；林地面积62万亩，占总面积的29％，经济林园5万亩，占总面积的2．3％，荒山

草坡17．5万亩，占总面积的8．2％；高、中山岩石裸露地19J／亩，占总面积的8．9％；河

流水面、河滩1 8万亩，占总面积的8．4％。这些条件对农、林、牧、副的发展都具有很

大的优势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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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农作物以粮食为主，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洋芋次之。经济作物以油菜为

主，兼有土菸，药材。畜牧业以毛猪为主，牛羊次之。1980年社会粮食播种面积114．2

万亩，粮食总产量61358万斤，平均亩产537斤，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022斤。其中：

水稻播种50．26万亩，亩产728斤，小麦播种25．99万亩，亩产493斤；玉米播种18．05万

亩，亩产366斤；洋芋播种11．28万亩，亩产256斤(折合原粮计)；油菜播种10．7万

亩，亩产252斤。生猪圈存保持51万头，出肥率达56．2％’养牛1．7Y／头，羊9千只。集

体农副业总收入12080万元。社队企业产值5860万元。1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共达19310

万元，(其中：农业12221万元，林业434万元，牧业4222万元，副业2410万元，渔业23

万元。)占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的57．5％。

工业：解放前只有小煤窑、酿造、织土布、土法铸造锅铧农具等小手工业。解放以

来，境内工业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共达15889万元，其中全民工业13051万元，(含省

属8】】7万元，地属2997万元，县属1937万元)城镇集体、公社企业2838万元。建成企业

3 9 5个，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全县已拥有冶金、煤炭、采矿、电力、化工，

机械建材、无线电、食品、造纸、印刷、陶瓷、酿造、水泥、制革等工业。其中较大型

的工业企业，计有省属厂矿：湔江农机厂、岷江齿轮厂、锦江油泵油嘴厂、彭县铜矿、

四川省中药厂、四川省蛇纹石矿等6个；地属厂矿：湔江水泥厂、湔江煤矿、跃进煤

矿、东方瓷厂、官仓电厂等5个。县属国营厂矿：有湔江磷肥厂、彭县煤矿，彭县水泥

厂、机砖厂，灯泡厂、济生制药厂、桂花陶瓷厂等28个。集体厂矿有彭县氮肥厂等3 5 6

个。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14279万元，其中县属工业：产值9985万元，主要产品达到年

产生铁5840吨，钙镁磷月948600吨，煤炭507498吨，水泥95743吨，机砖1 4040万块，发

电6412万度，灯泡160万支，氮肥14329吨。

交通：解放前仅有成白简易公路过境，且路基坏，质量差。解放后交通事业发展迅

速，以县城为中心至邻县和县内各公社的公路四通八达。成汶铁路青灌段呈东西向过

境，彭(县)——白(水河)铁路(窄轨)贯通县境南北。境内省道、县道及专用公路

共达2 3 O公里，其中90公里黑色路面。此外还有公社道1 0 8公里，机耕道8 1 6公里，基

本做到社社通汽车，队队有大道。全县共有汽车6 5 oN，并建立了专业运输公司和汽车

队，对促进工农业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商品流通：1980年国营商业纯购进总额达9895万元，(其中：工业品购进2616

万元，农产品购进7279万元)比1952年增长12倍。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4019万元．(其

中：生活资料11326万元，农业生产资料2693万元)比1952年增长8．6倍。商业设施建设蓬

勃发展，营业网点共有2000余个，遍布全县，大大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市场繁荣。

人民生活：1980年全民职工年工资收入人平达到779元，城镇集体职工年工资收入人

平达到572元，农民年人平纯收入达到229元。全县人民生活消费水平，达到人平166

元。城乡居住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1980年全县已有小学-480所，中学47所(其中县属完中7所)，中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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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37所，基本做到社社有中学，队队有小学。在校中、小学生数达132483人，为解放初

的6．1倍。此外温江师范专科学校、彭县卫生学校、农业技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亦设在

县城。农村业余教育：扫除文盲32679人，脱盲人数在青壮年中已达85％以上。电视大

学、函授教育．广播教育、职工业余教育也正在兴起。

文化事业：全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川剧团、人民公园、少

年之家各1个。县城有影剧院2个，农村有电影放映队32个。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有线广

播网，队队有广播，户户有喇叭。体育事业从无到有，已建成田径场、灯光球场、游泳

池、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等设施。

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县仅有3所医院，且规模狭小，设备简陋。1980年已有县级医

院2所，血防站、防疫站、妇幼保健所、中草药研究所、药品检验所各1所，区级医院

5所，公社(镇)医院32所，共有病床1637张，中西医医务人员1769人。农村还以生产

大队为单位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全县城乡医疗卫生网已初具规模。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

著，1980年出生率下降到10．3％o，人口净增率下降到3．79‰。

(五)名胜古迹

彭县由于古为彭、蜀立国之地，开发较早，山明水秀，故多名胜古迹。县境北部的

玉垒山，因号“望帝之城郭”而名垂千古，以历代诗人的咏赞而誉满九洲。杜甫名旬：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就是一证。此山“盛暑积雪，涌如怒涛，”“四

节一色，皎皓披飘”，“时有一二岭巅出于自云之上”，如玉砌银装，渺渺若云，故有

“玉垒浮云”之称。唐代进士邓衮在《彭州望雪楼记》中说，玉垒雪山乃“彭之殊

观”。可见玉垒在盛唐时期已是蜀中名胜。

分布在玉垒主峰太子城东南的九峰、天台等山，是川西佛教名区(与什邡蓥华合称

“三山”)。在这个区域内，湔江诸源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峭壁连崆，攒峰叠翠，泉

流飞瀑，云幻海潮，古刹林立，异景丛生。春时，杜鹃花灿若彩霞，传为杜宇之血所化。

真是“奇石带烟云，异草罗涧谷，，， “鸟声堪驻马，林色可忘饥"，古往今来不知多少

诗人为之动容。唐彭州刺史高适也因“悦其岩峦胜"，而作《彭州山行》传世。是故此

山古今游人不绝。

湔江绕天台南下，豁然开朗，进入海窝子河谷，是为蜀族先民活动的“瞿上”之地，

几千年前蜀王鱼凫便作田于此。河谷之东，有白鹿山，据《周地图记》云，古称“小成

都。”今有人考证，因蜀族立国的原始故都于此得名。秦灭蜀时，蜀王死于武阳，太子

逃归故里，亦葬身于此。是山今名白鹿顶，拔地倚天，突兀多姿，俯视成都平原，纵目

骋怀，气象万千。清人漆振斯赞日： “丽瞩恍疑天外岛，怪底声名满蜀都"。解放前曾

被外籍教士据为避暑胜地，解放后才重新回到人民怀抱。河谷之西，有阳平山，濒临湔

江。《华阳国志》称为“蜀中鱼畋之地”，并说：“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

人思之，为立祠"。光绪《彭县志》称，此山之太平寺即古蜀王祠。汉代为张道陵之

妻孙夫人所居，称阳平化，是为道家中央教区。前蜀皇帝王衍曾偕后妃游此，有诗云：

“寻真游胜境，巡礼到阳平。水远波澜碧，山高气象清；殿严孙氏貌，碑暗系师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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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登坛醮，松风森磐声’’，即其徐妃游胜怀古之作。古庙今虽破败，但王妃墓犹存。

(位于寺西北1 5 o米，又称皇坟、皇姑坟)寺外茂林修竹亦佳，皆生长数百年之物，箐

篁蔽日，颇觉幽深。

位于湔江出山口的天彭门，又称彭门、彭阙、天彭阙，是古代天族(即蜀族)、彭

族人活动于这一地域留下的地名遗迹。秦李冰曾为之“正名”、“设祀”，汉杨雄亦记其

事。唐陈子昂说：“悠悠彭门，千载有纪”。围绕它流传着许多古老的神话，历代史籍，

称之为“奥区"。唐置彭州，因以天彭门为名。清代县志说，“彭之为邑，天文则井络

分其曜，地理则彭阙建其标”，可见彭县之名确因天彭门而得。此门山川形胜， “北阻

玉垒，南带沱流”，湔江至此劈山而出。两岸峰峦夹峙，相向左右延伸，壁立于平原边

际，截如城垒。惟山阙处中通孔道，形成险隘雄关，大有“一将横刀，万夫奠开”之

慨，尝为兵家所争，被视为“围蜀之鄙”的“北西天屏"。因而天彭门又有关口之名。

东晋以后，历代王朝曾设州郡治于此。距关口一华里的白塔坪，便是刘宋南晋寿郡故

城、梁置东益州故城、西魏九陇郡故城、南宋堋口县故城遗址。其地至今犹巍然屹立着

宋代建筑的镇国寺塔，游人可盘旋登顶，瞻望彭门雄姿和湔江景色。此塔解放后与红岩

正觉寺塔(亦为宋塔)同时列为全省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县内主要名胜还有以牡丹名世，号称“丹景第一”的丹景山，因溶洞奇观著

称，峰如莲花，王勃为之著《莲花峰赋》的葛仙山，以及唐代高僧驻跸的“三昧水”，

“法藏寺”、传为张松故里的“三圣寺’’等地，都是驰名的风景区和古迹。

县内地面地下文物极为丰富。如三昧水的石坊．、石亭，石碑、石窟(传为唐代摩岩

造像)，涌华寺的明代建筑及其单线描金彩色壁画，始建于梁，唐宋两度重修的龙兴

塔，宋建云居院塔，以及蜀汉遗址自虎夷王城及墓、致和三堆子古墓、三堆坝汉墓群、

义和汉墓群、升平大墓山、庆兴崇宁王墓、磁峰古白瓷窑故址等，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1981年蟠龙大队发现的“彭县恐龙足迹(凸型)化石”，(系晚三迭纪中后

期的原蜥足类，距今约两亿年左右)为我国之首次发现，是研究古生物史的极为珍贵

的资料。解放后，县境内出土的殷周铜器、汉代画像砖、古陶古瓷中有不少罕见的“国

宝"，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是彭县

辖境悠久历史的物证。如1959年出土的殷代“父已觯"和“父癸觯”，说明彭地先民与

中原华夏民族早有联系，彭县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从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份。

(备注)

注一，见《蜀中广记》。

注二，见《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载任乃强，张至皋著“NJll省地名考释·

温江地区十二县(下)刀。

注三，见《华阳国志》。

注四，见《古文苑》卷四载杨雄“蜀都赋”章樵注，《汉书·地理志》刘渊林注及

光绪《彭县志·山川志》。

注五，见《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载温少峰著“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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