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啊■·-_

●



，四，r『省
大邑县地各录

大邑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一九八八年八月



大邑县地名录

目 录

一，前 言””·····”·”·”一·····“·“·········”····”··”····”··”········“·············· l

二，大邑县地图

三，大邑县”···“·．．··””·········””·”····“··········”·”·”····“··”·”····”””··“····l一4

四、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晋原镇⋯⋯⋯⋯⋯⋯⋯⋯⋯⋯⋯⋯⋯⋯⋯⋯⋯⋯⋯⋯．．．⋯⋯⋯⋯⋯⋯⋯5—9

安仁镇””········”··”······”·”·“······””······”·”·”一·”··””””·””·····”·l 0一l l

悦来镇⋯⋯⋯⋯．．．⋯⋯⋯⋯⋯⋯⋯⋯⋯⋯⋯⋯⋯⋯⋯⋯⋯⋯⋯⋯⋯⋯⋯l 2一l 3

新场镇⋯⋯⋯⋯．．．⋯⋯⋯⋯．．．⋯⋯⋯⋯⋯⋯⋯⋯⋯⋯⋯⋯m⋯⋯⋯一⋯l 4一l 5

斜江公社⋯⋯⋯⋯⋯⋯⋯⋯⋯⋯⋯⋯⋯⋯⋯⋯⋯⋯⋯⋯⋯⋯⋯⋯⋯⋯⋯l 6一l 8

五龙公社．．．⋯⋯一m．．．⋯⋯⋯．．．⋯⋯⋯⋯⋯⋯一⋯⋯⋯．．．⋯⋯⋯⋯⋯⋯l 9—22

银屏公社⋯．．．⋯．．．m．．．⋯⋯一一．．．⋯··⋯⋯⋯⋯⋯⋯⋯·一一m·”⋯．．．一23—27

青霞公社⋯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一m·一一一28—30

凤凰公社⋯⋯⋯⋯⋯⋯⋯⋯．．．⋯·⋯⋯⋯⋯⋯⋯⋯⋯⋯⋯⋯⋯⋯⋯⋯⋯”3 1—34

灌口公社⋯⋯⋯⋯⋯一⋯一⋯⋯⋯⋯⋯m⋯⋯⋯⋯．．．⋯一⋯⋯m⋯⋯⋯35—39

龙泉公社⋯⋯⋯⋯⋯⋯⋯⋯⋯⋯⋯⋯⋯⋯⋯⋯⋯⋯⋯⋯⋯⋯⋯⋯一⋯一40—43

金星公社··””··”··”一··“·”··········”········”····”··”··””···””··“··”””·44—47

鹤鸣公社⋯m⋯⋯⋯一一m．．．⋯一⋯⋯⋯⋯⋯⋯⋯一⋯．．．⋯⋯一一．．．⋯48—52

雾山公社”··”····””·“·”···”·”··“·······””··””··”·”··”””··”·””·”·····53—55

出B江l夏······¨··········¨·¨········¨·····················¨·¨····¨·¨·¨·······¨···· 56

邮江公社”·””····一”···””·”········“”·””···”“”·”···””·一·····”“·····”·57—59

安顺公社··”·”····”···”······””·”····“··”·””·”····“””·”·······“”··”“”60——64

双河公社······”···”··········”····”·············“·······“·······“·”··········“··65—69

三坝公社⋯⋯⋯⋯⋯．．．⋯⋯⋯⋯⋯⋯⋯⋯⋯⋯一m⋯⋯⋯⋯一一m一⋯70一72

斜源公社⋯⋯⋯⋯一．．．一⋯一一一⋯一⋯⋯⋯⋯m⋯⋯一⋯m⋯⋯⋯⋯73—77

王泗公{生···”··”···”···“·”··“”····“·”······”···““····”····””“·············78—82

新场公j生·””···”··”·“·””·”··””·”·”·”””····”一····””········””····”·”83—87

敦义公社⋯⋯⋯⋯⋯⋯⋯⋯⋯⋯⋯⋯⋯⋯⋯⋯⋯⋯⋯⋯．．．⋯⋯⋯⋯⋯⋯88—92

三：岔公社··””·“·····················”···”·”·”····”····”“··”·”·····”··”·”···93—96

自n94■i目#q。|_d霉4“

气



高山公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m一⋯m一一一⋯m一⋯一97—99

安仁公社一⋯一m一⋯⋯⋯m⋯m⋯一m—m一一m—m一⋯⋯⋯⋯⋯l 00一l 04

唐场公社⋯一⋯⋯⋯一m一一一m—m一一m—m一⋯一一⋯一一一一1 05一l 08

上安公社一一m一一⋯一m．．．一m一一m—m⋯一⋯⋯m⋯⋯一⋯一⋯l09一11 2

元兴公社⋯一一一⋯一一一m—m⋯⋯一一．．．⋯m一一m⋯一一一一ml l 3一l l 6

苏家公社．．．一⋯m一一⋯一⋯m．．．⋯⋯⋯mm⋯m⋯一．．．⋯⋯⋯一m—l l 7—1 20

董场公社⋯⋯⋯一m一⋯m一一m．．．一⋯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m一12l—123

龙凤公社一一⋯一⋯⋯一⋯m⋯m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24—1 26

沙渠公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mm一一一一一m一一l 27一l29

蔡场公社⋯⋯一一一一⋯⋯m··jm一一一一一·?⋯⋯一⋯．．．⋯⋯⋯⋯⋯·l 30一l 33

韩场公社m⋯⋯m一一mm一一一m一一m．．．一⋯mmm一一一mm一1 34—1 37

五、自然地理实体 ，

l，斜江河··一·”·””··”·一·”·“··””·””””·”··””””···”·”·”””····“···· l 39

2、邮江河·····““·”··”··””·”·····”······”·······”·······”··········”··“·”· l 40

3、．三合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mm一一一一一 l 4l

4，大邑县山脉⋯一⋯一⋯⋯⋯⋯⋯⋯⋯一m⋯m一⋯m一一⋯⋯m⋯142—143

5，主要山岭沟坡河湖滩坝⋯⋯⋯⋯．．．⋯⋯m⋯⋯⋯⋯m⋯⋯m一一一144一l 54

六，企事业单位 V

．

l，大邑氮肥厂⋯一⋯一一m一一一⋯⋯⋯m⋯一一⋯m一一⋯一mm l 55

2，新源煤矿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m⋯⋯m⋯m— I 56

3，大飞水电站和大飞水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m⋯一m一一一 l 57

4，大邑职业高中⋯m一一⋯一m一一一⋯⋯⋯m一一一一一一一m—l 58一l 59

5．晋原镇北街小学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60

6，其它一⋯一⋯⋯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16l—162

七、人工建筑．．．⋯⋯⋯一m—m一一mm一一mm一一一一一m⋯⋯一⋯一l 63一l 64

八，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

l，静惠山与平云亭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 l 65

2，高堂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m一 ：l 66

3，雾山·····”·”·······”·一·”·”····”·“····“····”····“·”·······”··········”··1 67一l 68

4，鹤鸣山⋯⋯⋯一⋯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一169一l 70

5，子龙庙⋯一一m一一一一一⋯一⋯⋯⋯mm⋯⋯一m一．．．一mm— I 7I

6，地主庄园陈列馆⋯一⋯⋯⋯⋯一⋯m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m⋯一 l，72

7，革命烈士陵园m⋯⋯⋯一m⋯一一⋯一m⋯⋯一一一一一m—mm l 73

8，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简录⋯⋯⋯⋯⋯m一⋯⋯一m一⋯⋯一m⋯ l 74

九，附 录

l，关于全地区公社，镇标准名称的通告(温署通<1981>l号)⋯ 1 75

—2一



√

2，大邑县人民政府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城镇街道命名更名通告m⋯一l 76一l 82

3，地名首字笔划索引表m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m一一一m⋯．．．州l 83—204

十，缩后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m⋯一⋯一一 205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川省自贡市地名录》勘误表

(地图部份)

误 “ 正

自贡市行政区划图 自贡市地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贡市地图 自贡市四区地图

(文字部份)

页 行 误 正

12 1 语 汉语拼音

i■

105 8 场柳树 杨柳树

220 7 同志审定。 同志审定，省地名领导小组川地名字<1983)05号文
批准印刷。

(汉语拼音部份)

页 行 误 正

70 倒6 er ，er

，

118 3 ao ，ao

一
119 6 an

、 ， an

135 4 酊 ， 舀r

一155 18 gU q口
‘

155 19 qa pd

158 9 tnr dur

158 10 dnT duT

162 9 shnT shuT
。易，，，

缓
f0I●，，，



··-‘--·k
月Ⅱ 吾

大邑，“其邑广大，遂以为名黟；它的历史，从名称的产生算起，已有l 300多年了。

日月经天，沧海桑田。社会历史的变迁，必然引起地名的演变。而地名的相对稳定和统一，

是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须的。但我县的地名长期缺乏统一管理，随意命名、更名，用名，造成

了混乱，产生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地、一名多写等问题；有的地名用字欠妥，含义不健康，

有的用字生僻，难认，难写，难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秒，使地名混乱得更严重。这些，

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损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十分不利。

结合上述问题，我们遵照国务院《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

指示精神，从1980年9月开始到1981年12月底，以原1：5万的地形图(解放军总参测绘局和国

家测绘总局1 967年至1971年分别编绘出版)为基础，对全县的2503条地名进行了普查，核

对，调整。本着。名从主人修，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反映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原则，统一进行了命名，更名工作。其中，订正了错字，讹音，错

位，错名，重名，一地多名等164条，删掉实际不存在的地名84条，新增地名5l 8条。并对

在温江地区内同名的公社和大队及以序数命名的大队作了更名处理。这样，使我县的地名初

步趋于标准化，规范化。
‘

以l 980至l 981年地名普查成果的资料为基础，加上进一步的补充、核实，我们组织力

量编纂了这本《大邑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群众使用的需要。

《大邑县地名录》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名，重要的自然村，’自然地理

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等类名称2426条。对各条地名(或其他名称)加注了汉语拼音，

对其名称来源，含义或其他有关情况作了简要说明。本地名录编辑介绍了全县公社以上行政

单位概况，部分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概况的短文52篇；插入了l：20万的

。大邑县地图汐l辐，反映我县经济，文化特征的像片l O张。

本地名录，对跨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同一地理实体(如山，沟等)一般只标一个行政单

位名称，作为示意。因此，其中的地名隶属关系，不作为邻县与我县，县内各行政单位间划

界的依据。

本地名录是经四川省地名领导小组审核并以。川地名(1 985)第65号汐文件批准，又经大

邑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编印的，具有一定的法定性质。为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统一性，充

分发挥其社会效益，今后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在使用大邑县地名时，除经政府批准更名的

外，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大邑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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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概况

大邑县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跨北纬30。25’至30。49’，东经1020 54’至

l 03
o 45，。东北与崇庆县交界，东南与新津县毗邻，西南同芦山县，邛崃县相连，西北和

宝兴县，’汶川县接壤，总面积1548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晋原镇，东距温江地区行署38

公里，距省会成都市60公里。19 7．9年底人口为43．75万人。其中男22．3万人，女21．44万

人；农业人口39．98万人。有羌，回，藏等13个少数民族共131人，余全为汉族。全县辖1个

区、4个镇，30个公社．346个生产大队(包括5个菜蔬大队)，2542个生产队。
’

(一)历史沿革 ·

一．

大邑县境为古蜀国地。秦灭蜀后，为秦国领域。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设置

蜀郡，大邑县境属临邛县辖，县治在今临邛镇。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割临邛辖地(今

岷江金马河以西，沿文井江流域)置江原县。治今崇庆县江源乡东岸，属蜀郡。大邑县地域

西北山丘区和沿丘陵一线的平坝区属江原县辖，南部平坝区属临邛县辖。东汉，西晋间，蜀

郡及所属临邛、江原二县未变。成汉李雄玉衡二年忪元3 l 2年)分蜀郡江原，临邛二县置汉

原郡。郡治设今崇庆县江源乡东岸，原江原县旧地。江原县更名汉原县，县治在今崇庆怀远

镇，临邛县治地迁今崇庆县西南三江镇，成为侨县。北周初改江原县为多融县后又更名为晋

原县，县治移今崇庆县城崇阳镇西部龙门街。时大邑县东西北仍属晋原县、南部平坝区仍属

临邛县，两县均隶属益州晋原郡。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析临邛，依政，唐兴等县，置安仁县，治即今安仁镇。唐

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析晋原县西部置大邑县。安仁县，大邑县均属邛州。据((寰宇

记))载：大邑。县在鹤鸣山东，其邑广大，遂以为名汐。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

年)省安仁县人大邑县，至此县域始定。明洪武九年(公元l 376年)，降邛州为邛县；十年(公

元1377年)省大邑县入邛县，属嘉定州，十三年(公元l 380年)复置大邑县，仍属嘉定州。明

宪宗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复置邛州，领蒲江，大邑两县，清因之。民国2年，(19l 3年)

大邑县属四川省上川南道(1914年改称建昌道)。民国24年(1935年)，属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

区。1949年12月20日，大邑县解放。解放后，大邑县属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眉山行政

区，1950年3月，改属温江专区。1959年大邑、新津两县合并，仍名大邑县，县治晋原镇不

变。l 962年复两县原建制。l 964年，划邛崃县安顺、三坝两乡人大邑县。

(二)自然条件

大邑县地处成都平原和川西北高原的过渡地带，邛崃山脉贯穿县境西部和中部，形成西

北高、东南低的地势。西北部有邛崃山脉的苗基岭、蓥华山，横山岗，红岩山等。在地质结

构上，属龙门山脉褶皱带。地震裂度为六至八度(平坝区六度，丘陵区七度，高山区八度)。

地质基层以三迭系，白垩系的砂页岩和砾岩为最多；其次是泥岩，白云岩和泥灰岩。矿产，

主要有煤、高钙石灰石、石棉，石膏，食盐，芒硝，及金，银，铜，铁、铅，硫磺、浅层天

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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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等。县内最高峰为双河公社西北的苗基岭，海拔5364米；最低是韩场公社李沙湾，海

拔475米，相对高差4889米。从西北到东南依次为高山区，中低山区，丘陵区和平坝区，大

体是“七山，一水，两分田黟的土地结构。山区约占全县总面积60．77％(按公社辖区计算，

不是实际的地形面积比例数，以下同)，海拔一般是750至1400米。地貌以锥丛峰状为主，

山高坡陡；气温变化大，日照少。宜以林为主、兼营牧业、采矿和农业。山区宜林面积143

万亩，其中高山地区原始林地38．9万亩，中山地区林地12．4万亩。在高山森林区，有大熊

猫，金丝猴，岩牛，扭角羚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还产名贵药材天麻，贝母，每年组织挖掘

贝母达到200担。山区与平坝之间为丘陵区，一般海拔在550至750米之间，以馒头状丘陵为

主，约占全县总面积13．9％。土壤以紫色泥为主，其次是小黄泥。气候温和，雨量分布不

匀。宜以经济林为主，与粮食，经济作物，牧业相结合。平坝区为成都平原的一部分，约占

全县总面积25．94％，全系自流灌溉。土壤为轻壤及中壤，微酸性，无盐碱化现象，是我县

水稻，小麦，袖菜，甘蔗，蚕桑为主的粮油基地。境内主要有：斜江，邮江，黄水河，黑水

河，粗石河，干溪河六条天然河流和一条人工河流三合堰，主河道总长231．9公里，径流总

量7．84亿立方米，6至9月占全年总径流量72．6％。可开发的水力资源5．5万千瓦，其中邮江

河为4．6万千瓦，占72％，目前已建水电站52处，装机容量12172千瓦，供应人民生活和

工，农业用电。

大邑县境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中的盆地西部区。其主要特征是：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日照不足，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平坝区为16．O℃至16．3℃，

丘陵地区为14．5至l 5．9℃，低山地区12至15．1℃，中山区低于10℃。无霜期，平坝区为282

至286天，丘陵区270至280天，低山区235至250天，中山区120天至2lO天。年均降雨量，

平坝区1095．9毫米，丘陵区1231．4至l 250．2毫米，低山区l 268．6毫米，中山区l514．O毫

米。年日照小时，平坝区1076．5，丘陵区700至730，低山区640，中山区600。灾害性气候

主要是春旱，冬干．夏季洪涝，秋季连绵阴雨。干旱，洪涝是农业的主要灾害。

(三)经济状况

1979年，全县国民经济总值：14793万元(不包括县境内的省，地属企业)，人平338

元。

农业：现有耕地48．1万亩，农业人平1．2亩。其中水田36．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75％，

旱地11．9万亩。粮食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62％，其次是小麦，玉米等。经济作物

有：油菜．甘蔗，席草，茶叶，烟叶，麻、生姜，蚕桑，水果等。畜牧养殖主要有：毛猪，

牛，山羊，兔．鱼等。此外还有土产棕片，漆，五穑子，磨芋片、竹豆(巴山豆)等，特产斜

江牌。唐场豆腐乳秒在省内外享有盛誉，很有开发价值。

解放前，大邑县粮食生产水平很低，生产资源没有得到开发，人民生活很穷苦。解放

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抓农田基本建设。在平坝地区进行了渠系规划，并已配套成

龙，排灌很方便；改造了冬水田，治理了下湿田，增加了复种指数，提高了单产；在山丘地

区兴修水库，发展电力提灌，共修金洞子，毛家沟等9座水库(小型)，库容776万立方米，增

加灌溉面积2，71万亩。大大提高了对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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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7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1100l万元，其中农业产值7926万元；林

业501万元，牧业1 926万元；副业产值633万元；渔业1 5万元。人平分配收入l 86元。1 979

年播种水稻339752亩，单产762斤；小麦195698亩，单产486斤。粮食总产量达到41613万

斤，比1949年增长1．83倍。农业人平产粮1040斤，提供商品粮196斤，人平口粮578斤。油

菜播种面积481 19亩，单产219斤，总产105522担，甘蔗5398亩，单产5740斤。蚕茧474

担，细茶2903担。1979年毛猪圈存数33．74万头，出栏肥猪16．9万头；还有山羊3．08万只，

牛1．84万头。此外，全县共有能供使用的沼气池54901个，基本上实现了沼气化。

1979年社队企业共有701个，职工1．2万人，占农业总劳力8％。总产值2204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20．03％。主要产品，产量：原煤8．6万吨，发电量l“9万度，榨油377万斤，饮

料酒37万斤。另外还有砖瓦，造纸，油漆，塑料制品等。

工业：本县解放以来，工业发展较快。现有省，地县办的采煤，炼焦，发电，农机制

造，化机，化肥，建材，纺织、玻璃仪器，制革，造纸，粮油加工和食品酿造等类工厂企

业。企事业单位计有：中国科学院计量分院，光电研究所；地属企业新源煤矿、都江煤矿，

化机厂；县属东风煤矿，炼焦坪煤矿，氮肥厂、农机厂，纺织厂，盐厂，糖厂等25个国营

企业及二轻工业企业lO个。1979年，县国营工业总产值2754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

l 87l万元。县办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原煤5．8万吨，发电量3354万度，碳氨1．52万吨(实物

量)，水泥5650吨，棉布40．9l万米，饮料酒954吨。

交通：解放前全县仅有简易的成(都)大(邑)邛(崃)公路(现称成温(江)邛公路)，通过县境

只有22公里，交通十分不便。懈放后，交通运输发展很快，至1979年底有公路：省道两

条，共64．49公里，即成温邛公路和大(邑)双(河场)公路；县道6条，共长84．8公里，即大

(邑)新(津)路，灌(口)怀(远)路，安(仁)沙(渠)路，王(泗)高(山)路、董(场)韩(场)路，鄢(庙子)

新(场)路；社道22条，共长15I．5公里；企事业专用道6条共32．4公里。合计333．19公里，其

中沥青表处路面148．59公里。另有机耕道207条，总长539公里(不计O．5公里以下者)。各社

镇均有公路相通，有定期公共汽车来往。全县共拥有各型汽车353辆，各种拖拉机l 080辆。

商业：由于我县既有山区，丘陵，又有平原，因而土特产品种较多，商业繁荣，市场活

跃，交易额逐年上升，l 979年全县社会商业零售总额为695l万元。

(四)文教卫生

解放前夕，全县仅有中学三所(内含完中一所)，1949年有学生937人，小学生入学最多

的一年(1945年)，也只有1．8万人，大部分学龄儿童都不能入学，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

盲达78．14％。全县没有剧场，没有电影放映，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体育活动。建国以来，

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到1981年全县有小学316所，学生7．0102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6．94％；中学37所(内含完中9所)，学生17932人，为1949年全县中学生数的19倍。青，壮

年中的文盲．半文盲被扫除88．66％，基本上达到无盲县标准。文化事业方面，县文化馆经

常开展图书阅览，曲艺，音乐，舞蹈等各种文化宣传活动；新华书店图书发行量逐年扩大；

共建有县，公社电影院，影剧场32所，县，公社，工矿电影放映队36个。广播事业发展很

快，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有线广播网。此外，县体委还兴办了业余体校，建立灯光球场，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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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体育活动。 一

医疗卫生方面有了很大改善。1949年，全县仅有县卫生院及安仁，鹤鸣，新新场三个

卫生所。医务人员25人，设置病床lO张，医药缺少。1979年，县，区，社，镇医院已发展

到37所，病床981张，医务人员1081人；大队医疗站298个，占全县大队数86．6％，赤足医

生898人，并建立了血防，防疫，保健三站。逐步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人民健康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

(五)名胜古迹

一，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座落在大邑县安仁镇，常

有游客参观(详见((陈列馆概况》)。

二，大邑县革命烈士陵园，建在大邑县银屏公社银屏大队境内，，每年清明节，前往悼念

者络绎不绝(详见《烈士陵园概况)))。 ·

三，高堂寺，在大邑县斜江公社五童大队境内，是温江地区开放庙宇之一，风景幽美，

每年六月山会期间，香客、游人达20多万(详见((高堂寺概况》)。

四、静惠山与平云事，在大邑县城晋原镇北郊。平云事是大邑县古名胜，建在静惠山

顶。静惠山近年已建成公园，山水园林景色秀美，四季游客不绝(详见(《静惠山与平云亭概

况》)。

五，晋原八景。其一．o凤凰鲸柏矽，在今大邑县斜源公社太鹏大队凤凰台，此树高数

丈，霜皮如鳞甲，苍老不知年岁。《大邑县志·卷五·古迹》载：omm旧有紫柏十围，根

盘石上，号骑鲸柏。古人诗吟：紫柏森森不计年，凤凰遥度暮山烟，公余拾翠春相问，欲向

骑鲸上九天。莎其二、0雾中明月一，在今雾山公社雾山大队境内(详见《(雾山概况：》)。其

三，0虎跳邮河黟，在今新场公社虎跳大队境内。相传：昔有神虎，‘自东岸超跃西岸，至今

犹遗足迹。古人吟道：_跳波谁把迹曾留，邮水闲寻古渡头，暇日到来吟兴远，一鞭人影暮

烟秋。万其四，_鹤鸣双涧秒，在今鹤鸣公社境内(详见《鹤鸣山概况》)。其五，o洞口烟

霞汐，在今青霞公社烟霞大队。一相传有石马，每当日落霞飞，则鸣号来往嘶风，人常见

之，殄石上有马蹄印。有古诗吟：“翠峦倒影吐清流，洞口风花香暗浮，水浸斜红烟带绿，

诗囊添得画中游。黟其六，o斜江晚渡黟，在今唐场公社境内。o昔有异人昼则荡州济渡，

晚则击楫扬帆，蒙济者皆获福利，相传为神异云。汐古人诗吟：_临津风絮夕阳天，残照随

流半击船，却向斜江见图画，一帆人渡绿杨烟。秒其七，o甘泉筇竹莎，在今三岔公社甘泉

大队。相传_甘泉寺有孤竹一竿，岁生一笋，新者方生，旧者自萎，其竹傅节相加可以作

杖。莎古诗有吟t．槭槭微风缕缕烟，幽篁次第溯甘泉，营经汉使移栽后，曾说新枝与岁

迁。彦岁月推移，今已寺存无竹了。其八，o高堂圣灯黟，在今斜江公社五童大队高堂寺。

o寺建于东晋太元年间忪元376—396年)，山泽通气，辉眉光明，每风清月朗之宵，有无数
金缸，晶荧闪烁，照耀林峦，今常观之。⋯m唯远处可望，近则不恒经见。黟古有诗吟；o不息

传灯照未穷，高堂闪闪集因风，夜来取次凭虚望，多少烟山销落红。莎“文化大革命莎(1966一

l 976年)中，古寺被毁，今寺虽重建(详见((高堂寺概况》)，而圣灯已不复见矣。

此外城东北还有汉顺平侯赵子龙庙。(见《(子龙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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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街景

刘建明舞

新建成的1静惠山公园一

静惠山公园二十四个景点之一lI五



山区明珠f

J大飞水电站及

大飞水瀑布

电力公司供稿

荣获四川省和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的

大邑特产ll斜江牌唐场豆腐乳

酸造厂供稿



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I●大邑

地主庄园陈列馆外景

成都市和大邑县文物保护单位药师岩石窟寺

有明代风格的摩岩造像一。∞。尊

刘建明摄



图为大邑县原始林风景区的大熊猫。景区

还有金丝猴、羚牛等珍贵动物

林业局供稿

大邑县西部山区的原始森林



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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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原镇为大邑县城，是县人

江公社隔河相望，北靠绵延逶迤

况

。西依蜿蜒的斜江河，与斜

民山，东南连接阡陌纵横的

平畴沃野，与五龙，银屏公社相邻。三合堰自东往西，在西北角与斜江河

相交叉，有长l’04米的渡槽横跨斜江河上，辖区面积≥．3平方公里，其中城

区面积1．7平方公革纠城内主要街道以城中心(十字口)为基点，按其走向命

名为东街、南街，革街，北街。还有十一条小街僻巷。镇辖4个居民委员

会，4个蔬菜大队，＼9个生产队，人口1 8709人(其中菜袭3523人)。主要为

汉族，有少数藏族、j回慈。镇人民政府驻南街中段。城印心(十字口)东、

南、西街是最热闹街道，苜业集中，大部分文化娱乐场所也分别建在这几

条街上，北街是县党政账所在地，中共县委、县人大、县入民政府、法

院，检查院也都在这里。＼ih I!＼j} 、、V j

晋原镇地处平坝和山妊蜂过溪地梧，海拔527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型

气候。年平均温度16．2℃＼年极端最高温35．1℃，最低零下4．8℃，年降雨

量11 oo毫米o } ＼＼

晋原镇为全县政治、文化l”心。相传三国时蜀汉名将赵云曾驻军于

此。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l：五)，析晋原县西部置大邑县，即为县治迄

今。明正统年间始建城郭。民E初年改称一区，辖城内及城郊东至迎春

坝，西截戴巷子，南邻官渡河，j睦山口堰一带。后改称中区(甲)，民国25

年(1 936年)，更名为四城镇，解匕初沿用其名o l 952年1 2月，城郊的仁

义、仁厚，平域，顺江4村划归团吉(令斜江)乡o 1954年3月更名城关城，

出盈氢l墨■l纂缓飘謦l簟露■譬曩_戮鬻誊臣缀笏誓■霈豸、；曩纂蟛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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