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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茶厂主要
雅安皮革厂的部份皮鞋成品

为少数民族加工制

造边茶(即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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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稳定和方便群众、易写易记的原则下，按规定手续．经过审核批准，进

更名，初步实现了地名标准化。

据全区地名普查资料，辑录了全区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名称和重要村

体，大型人工建筑物，重要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各单位

区各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今后地名变动情况的资料．由有关部门

收集整理，按规定手续经过审批，再适时增补。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为国家提

供完整，准确的地名资料，很不容易。工作中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收集和查阅资料也不够充

分，难免有不够准确或错误的地方，尚希批评指正。

本资料在编辑过程中，由行署副专员宋潮、陈祖裕领导，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何德志审

定，蒲浩东、范科、李元忠，张发贵、尤永康等同志负责编辑、整理，制图和摄影。经报请

四川省地名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交付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出版。

雅安地区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j《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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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ANDIQU



雅安地区概况

l翌皇兰苎l雅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从地下出土文物考证，这里开发较早。在

到了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隋旧制，废临邛郡，推行州县二级制。复雅州，

呵一1)



领县有芦山县、名山县，严遭县(今多营公社)、百丈县(今名山县百丈公社)。唐武德三年

(公元620年)增置荥经县。奎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置都督府，改雅州为芦山郡。肃

宗元年(公元758年)复为雅州，领县五，即严道、芦山、名山、百丈，荥经。公元627年至

715年(贞观元年至开元年间)，这期间由于唐王朝国势日盛，疆域日扩，为了巩固其统治，

便于对外用兵，还设立了黎州(洪原郡)都督府，辖汉源(今清溪公社)，飞越(今宜东

公社)，临溪(今名山茅河公社)等县。并设立了若干军镇如灵关镇(兵镇，今宝兴灵关公

社)、始阳镇(兵镇，今天全始阳公社)、和川镇(兵镇，今天全城关镇)等。加强了这一地

区的军事部署，以对付当时的劲敌——吐蕃(现西藏)的侵扰。在连年战争中，雅州已成了

重要的军事、交通要道。并设立了五十七个羁縻州，以便于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地方管辖权

均由部落头人酋长控制，历代沿袭不绝。

宋、元时代，仍置雅州未变。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置雅州属嘉定府治，领县五，

并增置垌门宣抚司，天全招讨司(今天全城关镇和始阳公社)。所辖县治有荥经、芦山、名

山、汉源和严遭(今雅安城关镇)等县直至明代如故。这期间雅州实际管辖权属吐蕃本部宣

慰司，至明代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改置安抚司，后降为所，治今清溪县(汉源县)。

明代地方政权建制，在省以下，废路改府，即府、州，县三级制。雅州辖名山，荥经、

芦山等县，州治今雅安县城关镇。

清初仍为雅州直隶州，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升州为府，辖县六，即今名山，荥经，

芦山，清溪、天全、雅安。另增置土司若干，有史可考者有大田土司(今汉源县大田公

社)，松坪土司(故清溪县以东)，穆坪土司(原属天全，今宝兴县城关公社)．天全土司

等。这些土司，从明末清初被任命授印以后，世代承袭。这些土司近似上古诸侯．对其所辖

之地，所管之民(即今汉源、石棉、宝兴部份地区的藏，彝同胞及少数汉族杂居地)，有生

杀予夺之权。其残酷的压榨剥削，比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更为反动和落后。

清末民初(公元1913年)废州府改设道县，当时的雅安、芦山、天全、汉源、名山五

县．均属建昌遭(西昌)所辖。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废建昌道改设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雅安属第十七行政督察区，治设雅安县，辖雅安，天全，芦山，荥经、汉源五县和一个

设治局(穆坪设治局后改宝兴县，今城关公社)。名山属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区，归眉山专区

管辖直至解放后。民国28年(公元1939年)西康建省，本区改属西康省。1949年底．建立雅

安专区‘，辖雅安、荥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六县。1951年建立雅安市(58年与雅安县合

并)。1954年将名山划入本专区。1951年还划汉源、越西、冕宁各一部份，新建石棉县。1955

年西康省撤销，本区划归四川，并划泸定县属本区管辖。次年(1956年)又将泸定县划归甘

孜州。雅安地区现管辖雅安、名山、荥经、汉源，石棉、天全、芦山、宝兴共八县，二十个

区、一百八十六个公社和八个镇。地区行署驻地雅安县。

雅安地区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雅安人民与封建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唐贞观二十

二年(即公元648年)，被蔑称为“山獠"的少数民族同胞因不堪役使，曾举旗造反，宋太

宗淳化五年(即公元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张余一部占领雅州，与官府劣绅作过斗争，

明崇祯十三年(HI公元1640年)全国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雅州人民亦“持挺入城"“打衙

毒劳(官府中荼毒人民尤甚者)，清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之张能奇部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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