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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东晋实际统治全蜀的时间，并不很长。
从公元347到419的七十二年中，就有三段时间在别人统治中。
那就是：(1)347—352，汉遣臣塑定、隗文等奉范童为帝，占据盛都并统治蜀大部地面两年。
(2)373—385，全里为苻坚占有，南中诸郡连同婴、莋、夜朗等民族部落都归附于他。
(3)405—413，全蜀为迭巡所据。
算来登翘只统治得四十多年，而且也是动荡不安的。
在这些政局变化中，郡县建置又多有改变，因而侨郡县与实郡县的变化更为複等了。
    东晋地理志对柬晋的郡县沿革说得异常简略。
洪亮吉的裹晋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墨沅的晋蕩地理志新撼正，以及徐文範的东晋南北朝兴地表，也
都未能解决这些混乱、复杂的問题。
本图编绘时，把上举这些资料，参考宋书郡志兴杨圈、袭志作过一番整理，鉴别出哪些卖于实郡、实
县，哪些属于侨郡、侨县。
凡是实郡、实县皆考订入图。
而侨郡县则不完全加以考订，除与下面各幅实郡县有沿革关系者外，概不入图。
还有，在务实县中，许多是佰多少，实际辖境很难确定，因此圃里只绘实郡的郡界，不绘县界。
     闗于鉴别实郡县与侨郡县的方法，主要是：(1)史有明文著为侨置的或旧立的；(2)史无明文，则凡
郡名与所领县皆非旦蜀所固有者，判为侨郡；(3)郡治无考，或考得其附著于某城邑，及领县皆无实地
可指者，判为侨郡；(4)郡治无实地可指，而所领各县中有一县以上为蜀中旧县者，认为是在旧县境内
建立的侨郡，在这样情况下，则图中只收录旧县与郡名，其余属县(侨县)皆不收录；(5)同一县名见于
数郡者，以系在原所属郡者为实县，其脱离故郡而别属新郡者为侨县，从而亦可判断所系之新郡为侨
郡。
     这种鉴别实郡县和侨郡县的方法，通用到塞、查、梁、魏各幅，过去在叙述这些朝代郡籍里，无论
是正史，是补辑，总是列举了许许多多的郡县，似乎那时各地区的郡县增长得多，其实并非如此，相
反还比前代减少了。
许多旧郡旧县皆已荒废，徒在局部地区涌出大量的侨郡、侨县来。
实际是土著户口大大减少，客民陆续有些增加；荒废郡县尚存虚名，增加客民虚立郡县的虚伪现象。
本图之所以一定要把实郡县与侨郡县区别出来，便是为了揭出这些历史现象，让阅者进一步了解到当
时各地方人口稀密的实际情形。
     但是，这一整理工作做得很不细致，也可能有误删和误留的郡县。
还有苻秦和懿縱所增、废、移和改名的郡县，图裏全未考到。
这些，都有待于今後的修订和补充。
     圖裹新增各县的位置，旧籍没有定说，此次亦曾作了初步的考订，择要在图裹嵌了小注，但未一一
说明。
    四川在五代时，先後为王孟二氏所据，皆国号蜀。
新互代史噬方考列出两蜀所领州名，未具属县。
杨立敬五代疆域圖，龚煦春四川郡志，都曾据庐、塞两代史志皆具有的县，和古籍中曾经直接或间接
说到两蜀州县名的，补成两蜀时的州县体系。
近人刘石農撰五代州表(载师大月刊十一、十五期)，所搜资料更为详备。
兹即依三家之说，绘成此图。
惟杨圖依梁、唐、晋、汉、周划代，把两蜀割为五幅。
本图将雨蜀合为一幅，用两种綫条加以区别。
    两蜀疆域的共同特点是：(1)州、县俱从唐旧，变革很少。
(2)西南与少数民族接触部分没有变动。
这反映了汉民与少数民族之间是和平安处的。
(3)东北面与中原王朝，和东南面与荆、楚小朝廷间纠纷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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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孟蜀，立国较久(934—965)，它与后唐和置、且的兵争频繁，疆域消长不一，故再用两条綫表
示它最大疆域和最小疆域，并把他们曾经占据过的州县都绘入图。
这些匹贝省外的州县位置，全是依据镘圖标绘。
    那时四川比中原安静，中原的世家大族避地入蜀者很多，东、西两贝人口都有很大的增长，生产和
文化也很发达。
从直北朝以来，这七十多年，可算是皿业地区最富庶、最繁荣的时代。
    成都历来就是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工商业发达很早，这时由于王孟两氏的建都，和北来豪族的营
萃，更显得格外繁盛。
那些北来豪族，挟其重资，兼仗封建势力，多在U酉平原购地出租，或在彭、逻、蜀、邛等州经营工
矿，或分派族属到小城邑放贷子钱，发展新的剥削，这就愈益增长了社会的贫富悬殊。
这些虚假的繁盛气象，促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丑恶的封建积弊也随之发展起来。
贵族的奢淫，官吏的贪污，武人的虚骄，文士的卑鄙，在史籍裏都有不少的记载。
    蜀檮杌载王衍时，吏部侍郎捏晅司铨选，受贿徇私，选人如赴市。
时人嘲之日：“嘉、眉、邛、蜀，侍郎骨肉；遵道江、青城，侍郎亲情；逾、合二州，侍郎自留；旦
、蓬、集、璧，侍郎不惜。
”这一风谣，不但反映了当时选官的真实情况，还反映了当时州县社会的发展变化。
就嘉、屋、邛、蜀和道江、青城两县说，在直北朝时，都是川中很荒凉的州县，甚至成了汉民绝迹的
地区，这时，它却成为卖官鬻爵的“肥缺”了。
“逾、合”，一本作“果、闾”，与嘉、眉，皆沿江水运商运发达之州，这时亦在“肥缺”之列。
而里、蓬、墓、璧四州，都是隋、唐间州县很密的地区，也是“獠乱”时期汉族地主们集中居住的地
区。
到了此时，大概是地主们都迁居到丛酉平原去了，只有一些贫苦的劳动人民留住下来，因而成了卖官
的下缺。
        还有一个故事，证明彭州是当时最优的一个肥缺。
相传陈敬碹有妾，得其父红绫小笺云：“深宫富贵事风流，莫忘生身老骨头。
因与太师欢笑处，为吾方便说彭州。
”彭州与邛蜀和道江、青城一样，都是靠近少数民族的地区，一半山地一半平原，农、工、商、矿业
都很发达的新兴州县。
这些州县的突然繁盛，正反映出那时社会经济的突变。
    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巨大变化，反映在州县建置的变化上极其明朗。
试把王、孟据蜀以前的四川州县建置与宋代以後的四川州县配置情形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第十世
纪以前的四川盆地，只有北半部是进步的、繁荣的。
南半部本是水运最便、气候最暖、资源最富的地方，却是落後的、荒旷的。
自十世纪以後，南半部在北半部带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经济地位领先，压倒北半部的
现象。
从十一世纪起，整个四川盆地的州县，才得平衡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逐渐平衡)。
王孟二氏据蜀的年代，正是这一发展变化的关护年代。
    宋乾德三年乎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邛、蜀、绵、漠、资、简、梓、遂、黎、雅、陵
、戎、泸、维、茂、昌、荣、果、闾、渠、合、龙、普、利、兴、文、巴、剑、蓬、壁、夔、忠、万
、集、开、渝、涪、黔、施、达、洋、兴元府)，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见宋史地理
志)。
平均每州4．34县，县2697户。
这代表唐末宋初的州、县、户比率，较开元二十八年，每县辖户数恰好减少一半，每州辖县数亦略有
减低。
但这是就承担赋役的民户而言，实际户口绝不如此。
按宋史的记载，後蜀年代，两川的实际情况是“土狭民稠，耕土不足给”了。
估计那时的四川盆地，至少有三千万人，就平蜀所籍民户言，以平均每户十口计，也仅有五百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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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人，不足实际户口的七分之一。
即是说，现避赋税的户口约为承担赋役的户口为六倍之多。
这样的社会是很危险的，所以宋军入蜀，蜀民都不愿抵抗。
再发展下去，不久还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等的农民大革命。
唐自安史乱後，刺史皆治戎。
于是要冲大郡，增设节度使以钤束之。
剑南分设东西两节度：西川节度治成都府，管彭、蜀、汉、眉、嘉、资、简、·维、茂、黎、雅、松
、文、龙、戒、翼、姚等州。
束川节度治梓州，管梓、绵、剑、普、荣、遂、合、渝、泸等州。
是为“两川”。
王建、孟知祥初兴，皆兼两川节度使。
又有山南西道节度治兴元府，所管开、通、渠、集、利、蓬、壁、果、闾、洋、凤、金、商等州。
兴元世称汉川，故合剑南两川称为“三川”。
後唐庄宗以赵季良为“三川制置使”是也。
山南束道节度治襄州，别分归、夔、峽、忠、万等州为荆南节度，治江陵府。
世称为“三峡”或“峡中”。
五代史记前蜀世家，王建“复攻束川，别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峡，取渝、泸卅”。
天复二年“攻下夔、施、忠、万四州”。
天复六年，又复攻取归州，于是并有“三峡”是也。
这四个地区，五代时俱为前蜀所有。
宋平蜀後，置“川峡四路”，便是在这样基础上建立的。
    从明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定荡州，置遵盏应，到壅正改土归流以前，凡一百二十六年，经历了
明、左西、直明、渣四个王朝，；四川州县建置并无重大变革。
就沿革地理说，可以划作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战争频仍，遥州的战争刚结束，蔺州和水西的战争又起(1621—1628)。
少数民族反压迫的战争才过去，农民大革命战争又起(1629—1646)。
接着是反抗道政权的战争(1646—1664)。
以後又是吴三挂割据的战争(1674—1680)。
直到十七世纪的九十年代，四川停息兵革。
那时四川盆地中部已经是人烟绝迹，祗盆地边缘的山區，保存了少数“子遗之民”，许多州县都徒有
其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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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初稿完成于1958年底。
当时先父正戴着右派帽子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劳动改造。
虽年逾花甲，然拳拳报国之心仍热。
每于劳动之余，利用藏书，潜心研究，先後撰成四川历史地图、华阳国志校補图注及本书。
这三本书虽体例、内容各不相同，但彼此互为印证，颇多聊繁。
[为便印行，后将四川历史地图合入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之规划领导小组将此书列入首批规划出版图书之
一。
由于先父年事已高，乃由我负责对旧稿进行全面整理，添补了一些60年代後的新资料、新发现，订正
了若干文字和图表的误漏，交由巴蜀书社印行。
然因绘图困难和经费筹措困难等种种原因，出版一再推延。
2000年，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得悉後，十分重视，拨出专款，支持此书出版。
在巴蜀书社与成都地图出版社的协力合作下，此书终于得以正式出版。
在此要特别感谢原四川省委书记、巴蜀文化学会会长杨超同志，他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此书的出版。
此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的李正培局长、伍堯副局长的关心与支持，巴蜀书社汪啓明
社长、段志洪总编和成都地图出版社领导的热情支持，更要感谢此书的前任责编柯静先生与现任责编
侯躍先生，他们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
由于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才使得此书顺利出版。
    任新建    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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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是第一部以地图形式记录四川州县建置变迁的专著，填补了四川图书出版
界的一项空白。
同时为广大地图爱好者和从事行政区划、历史地理、地名等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为社会
发展进步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历史说明。
该书最近被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和省版协联合评为"四川省优秀图书"。
此书由成都地图出版社和巴蜀书社联合编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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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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