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I省地方志资料丛书

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
第二 集

杜受祜张学君主蝙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tJII省地方志资料丛书

近现代N JI I场镇经济志

第二集

杜受祜 张学君 主编

i兀l JI!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七·成都



‘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

近现代四Jll场镇经济志(二)目 录

嘉川镇⋯⋯⋯⋯⋯⋯⋯⋯⋯(1 )

太平镇⋯⋯⋯⋯⋯⋯⋯⋯⋯、(“)

保宁镇⋯⋯⋯⋯⋯⋯⋯⋯⋯(37)

桂花镇⋯⋯⋯⋯⋯⋯⋯⋯⋯(61)

安富镇⋯⋯⋯⋯⋯⋯⋯⋯一(91)
九里镇⋯⋯⋯⋯⋯⋯⋯⋯⋯(103)

永兴镇⋯⋯⋯⋯⋯⋯⋯⋯⋯(123)

魏城镇⋯⋯⋯⋯⋯⋯⋯⋯⋯(140)

丰谷镇⋯⋯⋯⋯⋯⋯⋯⋯⋯(161)

蔺市镇⋯⋯⋯⋯⋯⋯⋯⋯⋯(182)

三汇镇⋯⋯⋯⋯⋯⋯⋯⋯⋯(197)

高家镇⋯⋯⋯⋯⋯⋯⋯⋯⋯(218)

塘坝镇⋯⋯⋯⋯⋯⋯“⋯⋯‘(229)

大坝镇⋯⋯⋯⋯⋯⋯⋯⋯⋯(246)

横江镇⋯⋯⋯⋯⋯⋯⋯⋯⋯(256)

花菱镇⋯⋯⋯⋯⋯⋯⋯⋯⋯(264)
桑枣镇⋯⋯⋯⋯⋯⋯⋯⋯⋯(270)

永昌镇⋯⋯⋯⋯⋯⋯⋯⋯⋯(277)

宝轮镇⋯⋯⋯⋯⋯⋯⋯⋯⋯(284)

秀水镇⋯⋯⋯⋯⋯⋯⋯⋯⋯(293)

】



护国镇⋯⋯⋯⋯⋯⋯⋯⋯⋯(301

屏锦镇⋯⋯⋯⋯⋯⋯⋯⋯⋯(320

大观镇⋯⋯⋯⋯⋯⋯⋯⋯⋯(334

绵竹城关镇⋯⋯⋯⋯⋯⋯⋯(342

石宝镇⋯⋯⋯⋯⋯⋯⋯⋯⋯(355

罗渡镇⋯⋯⋯⋯⋯⋯⋯⋯⋯(362

金鹅镇⋯⋯⋯⋯⋯⋯⋯⋯⋯(372

龙水镇⋯⋯⋯⋯⋯⋯⋯⋯⋯(38l

彰明镇⋯⋯⋯⋯⋯⋯⋯⋯⋯(412

温泉镇··：⋯⋯⋯⋯⋯⋯⋯⋯(423

后记⋯⋯⋯⋯⋯⋯⋯⋯⋯(428)

))))))))))



序

党的卞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户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专业户的发展，小城镇(四川>---j惯上将小城市看

作城镇或场镇)的建设，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正在引起我

国农村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开

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从而为小城镇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对小城镇产生，发展、演变的

历史及其规律的探讨，对小城镇发展前景进行科学的预测，

自然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书的作者就是在这一背景

下，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剖析若干小城镇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着手，力图从中总结出一些规

律性的认识，从而为研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一

些富有真知灼见的观点。

众所周知，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疏通城乡流

通渠道，为E1益增长的农副产品开拓市场，并建立更多的加、

工企业和服务性行业。这就迫切需要与城市的日用工业品、

特剐是捉业生产资料进行交换，进一步沟通城乡间的联系，

以保证供、产、销的协调发展，繁荣市场经济。而小城镇的

建设正好架起了农村与城市联系的桥梁。所以，历史地研究

小场镇的经济结构、社会特征，小场镇向城市和农村辐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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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馈，尤其是由捉村经济向小城镇中介型转化的机制、特

点，中介型的小城镇经济向城市转化的机制、特点及其规

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农业生产开始向现代化转变，可以使城市智力密集伏．势

的发挥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而小城镇的发展正好提供了这种

辐射和转移的媒介，特别是灵活多样的乡镇企业的迅猛发

展，必然会有力地吸引城市的智力转移，从而必将大大地促

进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通过小城镇的媒介，向农村提供优

良的技术装备、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及时

提供商品信息，从而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可见，小城

镇不仅是沟通城乡商品经济的纽带，而且是加强城乡文化、

科学、技术交流，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阵地。所

以历史地剖析小城镇的纵向发展和小城镇由单一的产业结构

向多样化转化，由单一功能向结合功能转化的机制、特点及

其规律，无疑更有特殊的意义。

四川省--{a人口中，有8_0％几居住在农村和集镇，据统

计，i982年全川拥有一亿零二十二万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

的12．8％，城市总人口为1839万人，占总人口的18．4％，

乡村总人口占总人口的81．6％。1 983年全省集市6128个，

其中农村集市5853个。农村经济前途广阔。农业的发展特

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实现我省的富民升位的战略j矢策，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十分清楚

的。认真研究小城镇这种亦乡亦城的中介状态的发展转化规

律，不仅对加速农业社会化、商品化与现代化的发展具有深

远的意叉，而且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是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从根本意义上讲，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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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实质就是一种中介型的社会发展模

式。既不同于苏联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

更不是封闭的模式。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

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

展模式的科学论断。这个模式无论从其经济结构，社会结

构，还是文化教育结构看，都是中介型的特点。从这个意义

上讲考查小城镇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认识有中

国特色的中介型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大胆的尝试。但要说明

的是选入本书的只是全省4000多个大小场镇中的几十个场镇

(其中少数县级镇)，自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对认识全省场

镇中介型发展模式，只能说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次就所

剖析的部分场镇而言，也是侧重近现代经济史料的初步整理

和个体研究，还不是综合性的理论概括。再者，从研究手段

而言，本书仍使用传统的定性分析，还缺乏运用现代系统优

化理论，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因而对于提高判断和

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自然要受到某些局限。

总之，现在和读者见面的这部场镇经济志，的确是有重

要现实意义的初步成果，它为当前发展小场镇提供了宝贵的

历史参考，同时也为有志于场镇理论研究的同志提供了一份

基本资料。

刘茂才

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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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交叉探索场镇发展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村经

济改革的突破12'，促使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四川省

场镇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提出了强烈的要

求。四川省400，0多个场镇经历了漫长的曲折道路之后，又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四川省场镇不仅人口规模、

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成就比解放以

后前三十年的总和还要大，还要多，给人以日新月异的感

觉；而且在内涵上，质的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场镇由

单一的产业结构向多部门的产业结构转化；单一功能向综合

功能转化；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竞相发展，集体经

济，个体经济，联营联合体发展尤其显著；地区封锁，城乡

分割逐渐打破，封闭型变成开放型；市场繁荣，物资丰富，

场镇场期间隔普遍缩短，横向经济联系日渐扩大。这些情况

充分说明，近年来我省场镇的变化是建立在我们党对社会主

义经济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深

刻认识基础上的。

场镇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

索。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

荣任务。近年来四川省场镇建设的理论研究工作不断深人，

4



参加研究的学科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多部门综合交叉研究

的方向发展。省地方志编纂部门在对场镇史料的发掘、整理

方面，作了较多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与省农经学会、省枉

科院猿业经济研究所合作编写的这套《近现代四)11场镇经济

志》，为经济学科和历史学科结合研究场镇经济迈出了可喜

的一步。

(一)场镇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

素的区域性中心。场镇的发展受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支配。

场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乡村之首，城市之

尾。是一个肝胆俱全的小社会。因此必须对它进行多学科多

侧面的研究，才能深刻地认识它，揭示其内在规律。

(二)场镇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马

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都成功地运用了逻辑的方法。

而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的发展过程是从历史的

发展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是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弄口本质反

映。从方法论上看，经济学科应当同历。史学科紧密结合，对

场镇的历史和现状作纵向的比较、分析，才能探索到场镇发

展的内在规律。

(三)不知道场镇的昨天和前天，就不能搞好场镇的今

天和明天。场镇的形成和发展，兴衰曲折，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过程，探循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从中借鉴成功的经验与

失败的教训，为搞好今天的场镇建设服务。这是我们研究场

镇的目的之所在。

(四)从学科自身建设来看，一方面地旁志鳙写工作为

经济史研究场镇经济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地方志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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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这里开拓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广阔天地。地方志编写工作与场镇经济研究工作相得益彰，

促进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通过前段时间的合作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对场镇

形或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了以下几点初步的认识：

(一)四川省场镇发展史上，有两个高潮时期：一是清

末民初，省内很多场镇都是那时兴起的；再一个是1978年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一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

济活跃时期，后一个时期则是我国捉村从长期自给半自给自

然经济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化的时期。它说明场

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扩大的

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场镇建设的内在动力和物质基础。

从历史上看，场镇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联：场镇

都出现在农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富庶她区；凡是捉村经济

发展之时，场镇也相应发展，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l场

镇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规模，场镇分布的密度，场镇场

期的间隔等等，都受整个徒村所能提供的各类产品的商品

率，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及群众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所制

约。不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是这样，具体到一个个场镇也

是如此。场镇的繁荣和衰落与一定地域内农村商品经济的发

展状况密切相关。’

(；)马克思说过：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

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①作为城市

雏型的场镇，商业在其兴起和发展之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①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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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手】：1．规模较大的场镇一般都经历了集市——城镇这样的发

展过程。所谓“一年成市，三年成都"，充分说明了由集市

而城镇的演变过程，说明市场和商业在场镇兴起之初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2．商业是场镇最首要的功能，无论是哪种层

次、类型的场镇都具备地域内商品交换中心的功能。考察一

些典型场镇的历史，可以发现：商业是镇内主要行业。与之

相应的是经营商业的人口在镇内人口结构中比重占最大的分

额。有的地方四户中就有一户经商，甚至有70％以上的户都

经营商业。除专营商业户外还有不少兼营商业户。场镇上有

商会，行帮组织，代表商人利益。场镇上商店林立，摊贩密

布，商贾云集，市井繁华， “珍贵货物都有，享用器具俱

全”。作为地域内商品交换的中心，物资集散地的场镇市场

上，既有零星小宗交易，也有金额上万的巨额买卖。 “民阁

聚会皆以场期’’，场镇场期或十天二场，三场、四场、五

，场，有的地方甚至是天天赶的“百日场”。每届场期，赶场

人数超过原场镇人口几十以至几百倍。历史上很多场镇的闻

名是与其作为商品专业市场的特点密切相关。’例如中药材川

芎专业市场的灌县石羊镇，盛极一时蚕丝专业市场簇桥镇，

烟叶专业市场什祁县的方亭镇等等。镇内有由本地的“庄

客"， “环路客”， “挑几客"以及外地来的“山客”、

“水客”， “烟帮"等商贩，经营规模大小不同，运输距离

远近不等，品种货源各不相同，互为补充的商品流通网络，随

着专业商品的流向而延伸至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使货畅其

流，促进了场镇的繁荣。3．建国后，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

由于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

商品经济对立起来，重生产，轻流通，各种商品按照商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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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上拨下调，包购包销，窒息了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

经营形式的商业的发展，人为地割断了历史上因为商品流向

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很多过去商业繁荣的场镇仅剩下国营化

的供销社的独家经营。场镇商业的萎缩和捉村商品生产萧条

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这是四川一些场镇衰落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作为场镇的经济支柱的功能

才得以恢复。近年来场镇市场由过去的农副产品的剩余产品

的集散地逐步变成地域性较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中心，突破了

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进城中转站的传统格局，逐渐成为第

一部类产品与第二部类产品交换的综合市场。

(三)崛起的乡镇工业是场镇发展的巨大动力。建国前

四川省工业基础差，发展很迟，场镇上的工业几乎是一张白

纸，最多有几家以本地出产为原料的加工业，生产方式原始

落后，经营规模极小、一般以家庭为单位，前门开店，后门

设坊，3-商兼营。建国后，从1958年开始，为生产自救，解

决城镇闲散劳动力就业问题而在场镇上陆续兴办起了各种街

道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支撑起了场镇的局

面。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乡镇工业，无论是规模、人员、产

品、产值还是装备、技术都比原有的街道企业有较大的发

展，日益显示其在场镇发展中的巨大动力作用。乡镇工业中

容纳了大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场镇人口的主

要集聚之地；乡镇工业是场镇扩大再生产，改善场镇人民生

活，增添、兴建市政公用设施的主要财源；乡镇工业的经营

活动已成为场镇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乡镇工业与场镇之间

有不解之缘：工业的发展要求在交通便捷，信息灵通，技朱

先进，人才密集的地方。相对于农村来说场镇更具有这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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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以乡镇工业向场镇集中是必然的趋势，场镇自身的发

展是乡镇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四川很多“工业兴

镇”的实践告诉我们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导。乡镇工业将作

为一颗活跃的棋子，带动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

的全局。

(四)交通运输条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场镇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过： “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

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新的生产中心兴起。力从历史上

看场镇的兴寥与交通条件体戚相关：场镇的地理位置大多处

于或者曾经处于交通要道，水陆码头；而交通运输条件的变

化是很多场镇襄落的重要原因。例如建国后我们兴建了很多

公路，铁路。但是对于水路运输，内河航运却有所忽视，加

之我们的铁路、公路大多又是沿河修建，重复运力，没有配

套发挥作用。这样就使一些原为港口、码头的场镇失去了舟

揖之利而衰落。所以我们应当把交通运输问题作为场镇选

点，布局，规划，建设的重要内容，予以重视。

(五)场镇的发展不仅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还要依靠和

吸引外来投资、技术、人才，对外开放，扩大横向经济联

系。自然经济主要是／＼一--b自然发生关系，劳动与自然互换，

因而是可以自给自足，不与外界交往的封闭式经济。而作为

自然经济的对立物的商品经济是以扩大再生产，和R,I-夕F开放

为特征的。与商品经济发展紧密相联的场镇的发展，也要对

夕卜开放j不断加深和扩大横向的经济联系。历史上凡是繁荣

的场镇都是开放式的，有广泛的横向经济联系：I．与大城市

经济中心联系紧密，例如与成都，重庆两市有各种经济联

系，或从哪里进贷，或者在哪里设分店，经销本地产品；或

9



以成、渝两市行情涨落为本她行情变化的依据的商品信息联

系，或与威、渝两地建立金融，信汇关系，以利商人经营活

动等等。2．不受行政区划限制，通过买卖商品形成的横向经

济联系。例如从四川省不少扬镇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出山西、

陕西、河南等外省商人在四川场镇经济中无孔不入，无处不

茬。他们先是作生意，发了财，然后开钱庄、银号，扶持和

发展采盐业之类周期长、风险大的开发性事业，为场镇的繁

荣作过贡献。

(六)场镇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经济原因，但是政治

对集镇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政治形势的安定与否是场镇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清朝乾

隆、嘉庆年问，我省场镇发展较快。而这一时期是清王朝的

强盛阶段，是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而解放前夕，物价

飞涨，苛捐杂税，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百业萧条，场

镇表落。2．政策的正确与否与场镇兴衰关系重大。例如在县

城以下的场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占很大比重，这是场镇

区别于城市的地方。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政策是取缔个

体经济，限制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场镇经济成分单一，经营

形式单一，场镇衰落I与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政

策上明确规定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个体经

济是社会主叉经济的必要补充，并鼓励和支持场镇集体和个

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场镇的恢复和繁荣。3．从场镇形成原

因看，有的地方因为从政治或军事上考虑其地理位置适中或、

险要，而设置了行政、军事机构。从而逐步引来了商业、服．

务业、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由政治中心成为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进而成为完整的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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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决定在四川四千多个场镇中，选择有地方特色、有

代表性的各类场镇几十个(其中有少数县级镇)，编撰成

《近现代四川扬镇经济志》三集。第一集选编了成都平原的

20多个场镇的经济发展史，第二集则选编了四川盆地丘陵医

和四川盆地周围山区的30个场镇的经济发展史。按照自然条

件，四川省划分为四川盆地区(包括成都平原区，盆地丘陵

区两个亚区)，盆地周围山区，川西南山地区，川西高山峡

谷区，川西北高原区。四川盆地丘陵区和盆地周围山区总面

积为15．5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十分之三的面积。包括了

内江、乐山、重庆、缔阳、遂宁、南充、达县、万县、涪陵、雅安

等地、市107个县，区。该区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

富，人口密集，开发的历史较早，是四川省经济发达地区之

一，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重轻的地位。从场镇发

展状况看，无论是数量，密度，还是建没水平，盆地丘陵区和

盆周山区与成都平原区比较，皆呈递减趋势，尤其是盆周山

区与成都平原眍之间有较大的差距。此外，盆地丘陵区与盆

周山区集镇发生、发展的原因与成都平原区的集镇既有共

性、也有自己的特点。例如虽然都是四川的农业区，但是相

比之下，盆地丘陵区与盆周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多种经营发

达，不少集镇就是围绕某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兴盛的。鉴

于这些原因，我们在出版第一集之后，又选编了四川盆地丘

陵区、盆地周围山区场镇近现代经济志j

编 者 198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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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夕ll镇

嘉川镇位于旺苍县城西南面10公里，东经106。137，北

纬32。137，最高海拔524．4米，最低海拔452．2米，三面环

水，一面连山，陆控巴中、广元，水扼苍溪、阆中，是古今

川北交通枢纽，加之矿藏资源丰富，嘉川镇因而成为煤、铁

生产基地的工业城镇。人称“十里煤海，千吨肥水，大量吞

吐，朝积暮散，，。全镇总面积3．4平方公里，1980年被批准

为建制镇，是嘉川区人民政府、嘉川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嘉

川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是当年红军西渡嘉陵江的基地。红

四方面军数万名战士曾在这里造木船、扎木筏，训练渡江战

术。1933年川陕省委和机关随军西进，曾驻嘉川镇。

嘉川镇现有1968户，12691人，其中农业户588户，

。462人，1非农业户1 380户，i 0229人。全镇人口职业构成为l

工业人口(包括家属)6102人，农业2463人，乡镇企业240

人，企事业570人，商业服务业1200人。人口的文化构成

为：大专学历151人，中专学历142人，高中1745人，初中

3i06人，小学4630人，文盲1866人。

一、沿 革

嘉川本汉葭萌县地。南北朝初期，于镇东北置宋熙郡、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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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县，郡县同治(旧址在今嘉Jil坝)，西魏恭帝元年(公元

554年)改为嘉JiI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以县

属利州(今广元)。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改属静州(今普

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复属利州。唐永泰元年

(765年)属集州(今南江)。元代废嘉川县并入绵谷县(今

广元)。明洪武初年复置嘉川县，洪武二十三年废县，置嘉

川乡(治今嘉川镇)。清代，归下百丈堡。民国初年沿清

制，．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改为广元的第四团区。1933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解放嘉川，曾建立第三区苏维埃政

府。1950年1月嘉川再次解放，建立嘉川区人民政府，1952

年改为嘉川镇人民政府。1958年撤镇并入嘉Jil人民公社。

1 968年成立嘉川镇革委会，1 970年改为嘉川街道革委会。

1980年经省政府批准，恢复镇建制。1981年改庙庙镇为嘉川

镇。现辖三个居委会，一个疏菜村。

由镇属青岩子至梁家场1．5公里的东河沿岸分布有12座

庙宇，镇江一带即有王爷庙6座，多为船民修建。每年农历

4月19日办会唱戏。苍溪，阆中，南部一带沿江船民多来此

赶会。因此，嘉川镇旧名庙庙镇、庙庙湾。

嘉JiI之名始于西魏，取嘉陵江经过之意。因为流经嘉

川的东河为嘉陵江的支流。

煤铗生产基地的工业城镇

嘉川镇是一个工业城镇。镇境之内厂矿林立，工厂、矿

山的工人是镇上居民构成的主要成份。嘉川镇工业发展，仰

赖于丰富的矿产资源。镇北之小松岩、唐家河一带，煤、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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