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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区地方志丛书》总序

屈坤宁

古往今来，凡有识之士，无不重视修志，并利用其所载地情

资料为桑梓兴利除弊。据历史文献考证，雅安地区修志从宋代开

始，第一部志书称《雅安图经))，惜已遗候。 800 年间共有官寨、私

修地方志 22 部，现存 15 部，其中州志 1 部，雅安、名山、天全、

芦山、荣经、汉源 6 县(市)各有一至二部，谨新建宝兴、石棉

两县尚无志书。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理应继承下去。在当代，编

寨系列志书，更是上对祖宗负责，现为"四化"建设服务，将来

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有鉴于此，中共雅安地委和雅安地区行署

决定编寨这部《雅安地区地方志丛书》。

这部丛书共 55 个单元，约 800 万字，是 53 个行政、事业、企

业单位携手合作完成的我区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

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雅安地区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充

分反映了雅安地区解放前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

济、政治、文化等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的发展变化，堪称一幅绚

丽的历史画卷。

这部丛书既展现了雅安山川形胜，物华天宝，潜力巨大，前

景美好，更反映了雅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为



摆脱贫困落后，发展经济、文化所进行的拼搏和努力，劳作与收

获。在前进的道路上虽然有过失误，有过折腾，无疑应当总结经

验，引为鉴戒。但最近 40 多年的伟大成就，仍然是雅安历史发展

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当然，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的自

然的诸多原因，全区工业基础薄弱，科技力量不足，经济和社会

发展还落后于省内腹心地带和沿海先进地区。当前，雅安地区与

全国各地一样，正面临改革开放的新的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加

强同全省、全国以及国内的经济、科技、信息联系，采取多种形

式对外开放，广泛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将差距变为功能，将资源

优势变为经济优势，在本世纪内使全区完成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

渡。现仅以此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有助于各方面人士认识雅

安、宣传雅安、开发雅安、振兴雅安;有助于对群众，尤其是青

少年进行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献身家乡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有助于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从事调查研究，掌握雅安

地情，进行决策参考。

《雅安地区地方志丛书》的编寨工作，从 1986 年开始，迄今

已经 6 个年头，先后有在职干部和聘用人员共计 200 多人为之讴

心拥血，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也给予了重视、关心和支持。这部丛

书的问世便是对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无私奉献精神的褒奖与纪念。

编寨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次有一定难度的尝试，雅安也不

例外。因此，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丛书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

点和毛病。但是我相信它在为雅安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作用的同时，

自身也会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一九九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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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

文物的价值观念.在当今社会尽管不同层次的人的认识千差

万别，但重视程度应该说都是空前的。盛世修志，时代所需。为

用文献形式保存一方文物资料.便于检索利用和科学研究，地区

文化局根据省、地有关部门对修志工作的要求，聘请了我区从事

文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组成编委会，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终

于编写出了这本《雅安地区文物志))，实为幸事。

雅安地区水秀山灵，万类滋生，是孕育早期人类文明的地方，

在历史上它开发甚早。地处"民族走廊"的西南丝绸之路要冲，因

此，文物景观绚丽多来，个性鲜明，人类遗存非常富有。石器时

代的富林文化、狮子山遗址，素为文物考古界瞩目。战国秦汉以

来古器中不少为国之瑰宝。汉代碑阙石刻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不

绝如缕。它不仅萤声国内，并在当今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仍闪耀着

璀灿夺目的光辉.近现代这里曾是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和李、蓝义

军，辛亥革命同志军活动的区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曾在这里强

渡大渡河、征服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一一夹金山，实现了一、四

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并在大多数县市建立苏维埃政权达数月

之久，遗迹遗物遍及全区。

文物不能再生产。通过编修文物志，让它得以世代留传，发

挥其应有的"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和

"储料备征"的作用，这对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扬优秀传统，进

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促进科学研究和国际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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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加速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有深远的和现实的积极意义.

本区文物虽然非常丰富，但入志者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编

志者虽曾得到省文物主管部门、省文物志编辑部以及地区方志办

等众多关心此志编写的人士的帮助，志稿也出自文博战线和热心

此事的群彦俊秀之手，总成者亦欲力求拣选得当、反映全貌、记

述翔实、评价准确，但真正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漏误之处难免。

好在记录本身不是文物，有志于此者可以此为信息，进而游观文

物，据以勘正.

"t基固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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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丛 例

一、资料收集一般截止于 1990 年。

二、编写力求博采众长，吸收各家研究成果，为了简明，不

一一注明出处.

三、凡有不同说法，一般以主要论点为据，不兼采众说。

四、除个别丈字必须繁写外，一律使用国务院公布的《汉字

简化方案如中的简化字。

五、朝代纪年和干支纪年均括注公元年份。对公元前的年份，

括注中加一"前"字。公元纪年后，凡年份不满一千年的，括注

时加"公元"二字，一千年以后的不加"公元"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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