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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峨眉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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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垒顶、千佛顶，万佛顶



◆峨眉山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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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峨眉山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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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峨眉山胡子蛙

2．．峨眉名芬竹叶青

3．空中缆车

4．冬日冷衫林

5．冬游峨眉I上『



◆峨眉山飞来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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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峨眉山市委书记孙泰福

县志是一地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著述，是地方领导者掌

握县情，依照国家政策，决定本地建设方针、措施的重要依据，是。辅治之

书”。从春秋战国时起，我国历史上的执政者，就重视地方史料的整理和编

修工作，而且成为流传至今的优良传统。从峨眉县来看，从唐代起就有人编

写地方史书，到了明清两代，已有较为正规的县志刊行问世。可惜，明代以

前的县志已经散失，只剩下清代五部县志，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民国年间，峨眉修志工作中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地方志的编修工作被政府列入议事日程，作为国家“七五”计划中的科研项目

之一，得到应有的重视，使中断了70余年的峨眉修志工作又连接起来。峨

眉县志的编纂是从1 981年下半年起步的。经中共峨眉县委批准，成立了县

志编纂委员会，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也作了修志决议。全县40多个部门遵照

县人民政府通知，组织了编写班子，编写部门志。许多同志通过查阅档案、

图书、社会调查、访问，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在此基础上，经过细心核

实，认真整理，编辑成篇，一部新型的《峨眉县志》终于编纂完成，付梓问

世。这是峨眉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为峨眉人文发展史增

添了光辉的一页，也为祖国文史宝库增加了内容，可喜可贺。

新编《峨眉县志》，多数篇章着重记述了峨眉从1 91 2～1 985年间在自

然环境和政治经济上的演变过程，融史料性、科学性、实用性于一体，为本



‘2‘ 峨眉县志

县各级领导人和各界有志之士，制定方略，发挥优势，利用外援，建设家乡

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史料；又是开展爱国爱乡教育的重要乡土教材，因而具

有“资治、存史、教育”的价值。

峨眉县的面积”70。56平方公里，在中国地图上只有不显眼的一小

点，可它名扬四海。这主要是县内有“高迈五岳，秀甲九州”的峨眉仙山。前

人对峨眉的评价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不为

过。但我认为还应补上：“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勤劳、勇敢、智慧、淳朴

的峨眉人民，祖祖辈辈用辛勤的双手创造出悠久的峨眉发展史和引人注目的

峨眉仙山文化史。前人的县志已记述了上述业绩，这次修志，发现遗漏，应

当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全县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齐力奋斗，揭开了峨眉建设的新篇章，在改造社会、征服自然、创造文

明方面又立下了丰功伟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改革、开

放”的路，在经济建设上，大步向前，成绩显著，使峨眉进入新的建设历

程。我很高兴地读到新编县志，客观地记述了近70年间峨眉发生的巨大变

化(有的篇章补述了古代部分史事)，尤其是以饱满的笔墨记述了。改革、开

放”以来取得的显著成绩。 ，

我是1 981年来峨眉工作的，同全县人民一样，是“改革、开放”的直接

参与者，亲眼看到全县人民可贵的拼搏精神。当我捧读这部新县志的时候，

感到温故知新，受到鼓舞。我深信峨眉人和在峨眉工作的外籍人读了定会进

一步激起爱乡爱国之情，愿为峨眉的四化建设而献身。

志书贵在公正。我认为这部县志对过去历史的记述，比较公正，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记述清楚，且有时代特点和地方色彩，对1 950年后的记

述，既写了成绩，也写了失误。惟其记述公正，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存在

的生命力。志贵在用。这部新编县志，资料翔实，记述清楚，能使入从中受

到启迪，吸取养分，帮助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克服缺点，发扬成绩。所以这部

志书，不仅对今人有用，对后世子孙也是一面镜子。

当然，也应看到，这部志书因内容牵涉面宽，错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

指正。

鬣聚，

，，+誊{o夔藿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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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市长何征修

。治郡县以志为鉴”，我国历代执政者都很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并已

成为优良传统。从峨眉来看，仅清代就五次编写县志。民国年间中断。新中

国建立后，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倡导写志，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才把编写地方志的任务，列入。七五”计划。峨眉从1 981年8月

起，经中共峨眉县委决定成立。峨眉县志编修委员会”，组织编写人员。

1 984年7月，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作了。关于编纂《峨眉县志》的决议”，‘县

人民政府又先后三次向各部门发出编写部门志的通知。由于党政重视，部门

支持，全体修志人员的努力，现在一部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的《峨眉县

志》终于编纂付印，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

这部新县志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具有史料性、科学性、实用性、可

读性。它着重如实地记述了峨眉县近70余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军事以及地质资源，地理环境、民族人口、文化古迹、风俗民情等方面

的演变过程，还有地方英才的活动史略，能起到_资治、存史、教育”的作

用。它比较客观地、公正地记述了峨眉人民在近70年间，特别是新中国建

立以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丰功伟绩。既服务当今，又惠及后

代，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乡土教材，也可以说是一部内容新颖的地方史诗，为

祖国文史宝库增添了新的一页。

编写县志，决非易事。它内容浩繁，头绪万千，是一项极为艰巨而严肃

的工程，也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参与编写县志的同志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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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中有血气方刚的青年，也有70余岁皓首长者；是他们栉风沐雨，

筚路蓝缕，辛勤搜集史料，认真核对，精心筛选，忘我劳作，呕心沥血才完

成这一“立体系统工程”。当我们在捧读这部县志时，不能不由衷地产生谢意

和敬意。
’

新的《峨眉县志》是峨眉地方百科全书，载有失误的教训，记有成功的

经验，：是地方决策者制定工作方针的重要依据；也是科技工作者和经济工作

者借鉴的好材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也是很有学术资料价值的。总之，捧读

此书，就可了解县情，激起对家乡的热爱。因此，不独地方领导者应把它作

为‘‘必读本”，就是县里每个干部、战士、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也应

读它，从中吸取养分和力量。。以史为镜”，读了以后，我们更加认识峨眉，

热爱峨眉，克服缺点，发扬成绩，为及早建成富裕文明的新峨眉而贡献力

量。

读了这部新县志，我们胸中有数：峨眉境内地下矿藏丰厚，地面资源众

多，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是我们建设新峨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有勤

劳勇敢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有一批优秀的文教和科技人材，这是我们强大

的建设力量；县内有名扬中外的旅游胜地峨眉山，她以悠久的人文发展史，

珍贵的宗教文物，秀丽的山光水色，招引中外游客，这是我们对外开展文

化、科技交流和商贸活动的最好纽带。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

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繁荣，商旅云集，形势喜人。只要我们充分利用

这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信心百倍，排除万难，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万众一心，继往开来，拼搏奋斗，深化改革，一

定能把峨眉建成一处富裕文明的风景旅游胜地。 。

峨眉县历史悠久，知名度高，而这部县志又较为全面地记述了近70年

间史况。我深信这部县志一定会受到峨眉人的喜爱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盛世

修志，志载盛世。我有幸适逢此会，深感荣幸。特恭撰此文以为序。

1 989年7月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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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的《峨眉县志》，按其内容分为40篇。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编写人员虽竭尽

全力，广为网罗，终因历时日久和天灾人祸(主要是火灾)，资料散失较多，遗漏难

免。修志原则是求实存真，宁缺勿误，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因此在编

辑时，有多少资料就写多少资料。今后发现遗漏，待下次修志补续。今对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本志取事时间上限除“建置沿革”、“地理”、“峨眉山”、。人物”、。宗教”、“旅游”、

“附录”八篇追溯到古代外，余为起至民国元年(1912年)，止于1985年：

．二、以类系事，以事命篇，为使层次清楚，叙事简明，篇下只设章，节。

三、资料来源。主要是县、市、省图书馆、档案馆，县属各部门文书资料及境内部

分实物(如楹联、碑文，壁题、匾额、墓志等)和知情人口述。

四、在资料的运用上，如发现数字有矛盾时，以政府统计局数字为准；发现史料有

矛盾时，取其合理者；真伪难辨时，诸说并存。

五、民国以前朝代年号沿用通称(如清光绪二年)，另加括弧注明公元记年。中华

民国时期，简称“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简称“建国后”。

六、行政区划，一律沿用历史时期正称，必要时在括弧内注今名。

．七、除部分序数词用汉字以便于调剂外，其余数字均按规范使用。

八、人物立传只限于已故人物。列名列表只限于县级干部正职(县委书记、人大常

委主任、县府县长，县政协主席)，但有的篇章在以事系人时，则不限其级别。

九、198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蛾眉撤县设市，定名峨眉山市。因此在序言，

图片等文字中，凡设市后写的文字，拍的照片均冠峨眉山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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