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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
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
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
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
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
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
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
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
、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
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丛书。
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
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
重要的作用。
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
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
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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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谓“会馆”？
按《辞海》之解释，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
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
会馆在中国出现，最初与商业有关。
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京城长安就有外地人的邸舍，类似一种只接纳同乡人的“旅馆”，用以联
络感情。
东晋以后，中国黄河流域的汉人大批流徙江南，在建康等较大城市中，外地同郡同乡官员士绅，也常
有聚会的固定场所。
南宋时的杭州，除官绅外，还有同郡同乡商贾也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而真正被称为“会馆”的组织，是明清时同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这是在当时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社会组织。
会馆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背景。
它兴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
会馆的发达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明清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的流动，促成了会馆的诞
生和勃兴，先是绅士会馆在明初产生，到明中叶以后，商业性会馆纷纷建立。
明清流动性阶层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风潮几乎席卷农、工、儒等各阶层。
随着移民的经常化出现，移民性会馆到清康乾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清代四川地区，在全国区域移民和区域贸易浪潮激发之下，各式会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以徙居新乡务农移民为主体的移民会馆，勃兴于集市场镇，穷乡僻壤。
以离乡经商旅居客民为主体的工商会馆，迭兴于省府州县，大邑通都。
积两个多世纪的运转，铸就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四川会馆文化。
其匠心之笔，神来之功，演化生成厚重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毋庸置疑，四川会馆文化已成为全国会馆文化和巴蜀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的四川会馆，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均列全国之前茅；对今天特色鲜明的
巴蜀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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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清代四川会馆　　第一节　清代四川会馆的源起　　四川的同乡会馆，多数起源于明清
两代。
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列全国之前茅，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形成的。
总的来说，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的移民、宽松的环境和繁荣的贸易往来，是四川的会馆建筑广泛兴起的
社会历史背景。
　　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　　明清以来，外省向四川移民持续了数百年时间。
先是元末明初，湖广人明玉珍入川，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大量缺少田地的农民也随之入川开垦务农
，拉开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序幕；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掀起了
“湖广填四川”的第一个高潮。
而到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从明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宣
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第五次率大军入川，从康熙十三年（1674）的“
三藩之乱”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平定叛乱，几十年时间里，整个巴蜀大地几乎都处在不断的战
争之中。
地方分裂势力与明朝军队作战，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军队作战，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农民军与清军作
战，农民军内部互相争夺作战，吴三桂叛军与清军、农民军作战，加上地方土匪此起彼伏，肆虐乡里
，给四川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深重的灾难。
不仅如此，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瘟疫、猛兽的危险。
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人
，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
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
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
门。
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
当时的四川，一派“全蜀大饥，瘟疫大作，虎豹横行，乃至人自相食，赤野千里，数百里无人烟”的
惨烈情景。
　　由于连年的战乱，四川境内人烟稀疏，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
据清《四川通史》记载：“蜀自唐宋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
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这时的重庆，“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永川、璧山、铜梁、定远、安居
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梁平县在宋元丰年间（1078—1085）有人
口20024户，99598人，明末清初，人口锐减，仅存4585人，原有市镇久无人居，杂树成林，狗食人肉
。
成都则是“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清顺治年间，成都尚有百姓千家，到了康熙三年（1664），整个
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有时走遍几条街道，也难找到一户人家；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乐
至县稍多一点，也只有27户；顺治十八年，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谁知城中早已
无人居住，经过多方招集，才找到了17户百姓；更有甚者，康熙中叶，南充县城中尚无人居住，“树
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潼川府辖八县，却“旧户不满百”；泸州领三县，也仅
存三百余户。
此外，从县志的记载来看，当时宜汉县“遗民数万不存一”，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双流“人民
存者十之一”，安岳“户不盈十”，温江32户，富顺13户，彰明县（今江油）18户。
如此等等人口锐减的记录比比皆是，其情状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让人触目惊心。
从四川全省来看，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四川册载人口在300万左右，但到了清顺治年间，人口
猛烈下降，据历史学家研究和考证，一般认为清初四川人口下降的最低谷应该在50—60万左右，仅及
今天四川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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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历代粮、税的重要地区，是中央政府和西南边
陲的民族区域统领的连接地带，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清初四川这种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状况，使清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清康熙总结明末政事教训，遵循《四书》、《五经》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采取“宽松公正、因时制宜”的治蜀政策，并敕训入川官员“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成为治蜀的
指导思想。
为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巩固政权，清王朝下达了一系列招流返籍、特别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移定
居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条例，主要有：移民开垦田亩用给为业；允许外来移民“插占为业”；入川者准
其人籍，准其子弟人籍考试；开垦田亩，准其五年起科；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给垦荒和“插占为业
”的农民提供农具、种子、牛种；鼓励各省官员招民入川垦荒，成绩突出者晋升奖励，等等。
　　在政府鼓励入川移民政策的感召之下，诸省人奉诏纷至沓来，或自行而至，成为大规模的移民，
这便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在这次大移民中，计有湖广省（行政区名，雍正初年，湖广省才分成湖北、湖南两省）、广东、福建
、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14省的移民入川。
这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为历史上之空前规模，持续时间长，始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
，历经130余年，一直延续到嘉庆初年。
持续如此长时间的移民活动，移民人口数量当然是不少的，有研究认为，先后入川的移民应该在100
—200万之间，而在这期间繁衍增加的就更多了。
现今的四川人多为移民的后代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专家统计，重庆有85％是清代移民的后代，成都
为70％左右，山区约为50％—60％不等。
清人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曾述及：明朝末年，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
事定之后，江西人人楚，楚人人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从移民的组成来看，有奉旨人蜀垦荒的，有逃荒人蜀的，经商人蜀的，起事、从军人蜀的，还有宦游
、从教、行医人蜀的等等。
大量的移民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
川的活动。
郭沫若先生曾在《我的童年》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
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
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
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
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一
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
现在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去的移民。
”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当时直接入川的移民约有100万人，大量的外省移民使四川成了“五方杂
处”的移民社会，从此也初步奠定了川地的主要社会特征。
　　入川移民中湖广籍人数最多，一般认为约占全部移民数量的一半以上，故俗称“湖广填四川”。
其中川东地区，即现在的重庆一带，湖广移民的比例最高，超过70％。
各地县志对这次移民活动和移民原籍地多有记载，如：　　民国《巴县志》记载，“自晚明献乱，而
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
　　同治《万县志》记载，“占籍者湖广麻城为最多”。
　　光绪《铜梁县志》记载，“土著者百之一，楚、黔两省人最多，亦有闽、粤、江右来者”。
　　民国《涪州志》记载，“自楚迁来者十之六七”。
　　同治《璧山县志》记载，“国初招徕复业者十分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
　　光绪《江津县乡土志》记载，“自前明以及国初由福建、湖广、广东、浙江、江西、江苏、河南
、云贵、陕西接踵而来者不一，其人论其族邻，两湖闽粤为最多，其余皆次之”。
　　在川西平原及广大的川北、川中、川南各地，也是湖广籍的移民数量占多数，其他各省籍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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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较广。
民国《金堂县续志》记载：“自献贼乱蜀，本境遭祸尤惨，⋯⋯（人清后）本境人民多自他省迁来者
，细别之仍不下十余省，然以楚籍占多数，兹用下分法以说明之，楚省籍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粤省籍
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闽省籍约占百分之一十五，其余各省籍约共占百分之二十。
”　　《郫县乡土志》记载：“郫自明季遭献贼革杀之后，土著之民靡有孑遗，如孙村、范村、刘村
等，皆因其旧姓而名之，而户口则甚寥寥。
自国初插占，多广东、湖广之民。
其他若以山西、陕西、福建、江西人籍者，不过十分之一。
”　　民国《巴中县志》记载，“土著仅十之一二，其来自楚粤闽赣者，则十之八，名为客籍”。
　　民国《苍溪县志》记载，“楚、陕、闽、粤等籍插土为业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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