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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川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天府之国。
农耕文明和近现代商业文明萌生了遍布四川大地数千个场镇，培育了丰富多彩的场镇生活形态，积淀
了包括乡土建筑、风水理念、传统技艺、民俗民风在内的诸多宝贵文化遗产。
几百年来，四川历经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的战乱，特别是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空前惨烈持续的
战乱，加上随之而来的灾害、瘟疫、饥荒乃至虎患，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百业凋敝。
清朝廷巩固政权之后，发起了历时100余年，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区向四川的大移民运动。
这次大规模、长时期的移民，对四川的人口构成、场镇风貌、建筑特色、人文环境都构成了重大影响
。
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使四川场镇呈现出缤纷多彩、兼收并蓄的建筑特色；四川人民具有
的包容、开放、进取和吃苦耐劳、热情豪爽、坚韧顽强的人文特征，体现出深沉的多元文化积淀。
可以说，四川场镇是中国各地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渗透、吸收的缩影，是古代和近现代先辈们智慧
和勤劳的结晶，是中国传统风水建筑文化的典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瑰宝。
本世纪初，在对重庆古镇进行考察拍摄的同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足迹也涉及四川各地。
北到秦岭余脉的广元、江油，大巴山脉的巴中、通江、南江、旺苍、达县、阆中，南到长江上游的泸
州、宜宾、屏山、珙县，西到雅安、汉源、石棉、西昌，足迹遍及巴蜀40余个区县市的55个乡镇。
在考察拍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巴蜀古镇顺应自然的风水理念、因地制宜的巧妙布局、富有情趣的街
巷空间、至善至美的美学追求和多姿多彩的建筑风貌所吸引。
我会为发现一壁曲线优雅的山墙、一组巧夺天工的木雕、一段精美细腻的脊饰而激动不已，也会面对
一处幽静的院落、一条古老的街巷、一段沧桑的驿道而流连忘返，也常常面对被无知和落后所损毁的
极有价值的历史建筑遗址而深感痛惜！
几十年来，由于经济的落后，由于无知和偏见，更由于一些特殊历史时期的愚昧和疯狂，大量具有保
留价值的传统街区、历史古镇已经面目全非，大批富有特色的民居、祠堂、庙宇、会馆、教堂、牌坊
、雕楼、寨堡等建筑被相继损毁破坏，尚存的古老场镇大多凋落破败，保存完好者已十分鲜见。
近20年来的场镇建设，大都是在原有场镇基础上拆旧建新，从而使传统场镇形态和历史建筑迅速消失
，传存千百年的场镇文化开始淡漠，古镇的历史特征和传统风貌开始成为逝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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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该感到欣喜的是，近几年来，对乡土建筑、乡土文化的保护逐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古镇文
化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古镇保护也由专家学者的呼吁变成为各级政府的具体行动。
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在2003年10月8日发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办法》，并同时
公布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至今已经公布了4批，一批传统古镇和村落得到有效保护。
各级地方政府也把保护古镇，发展旅游经济，为当地民众谋福祉作为自己的责任。
许多古镇编制了保护规划，许多地方对古镇破旧的街区和历史建筑进行了维修，对违章的搭建物、杂
乱的管线、污染的溪流进行了整治。
古镇原有的面貌逐步得到恢复，传统的人文环境和生活形态渐次展现，开始成为人们释放紧张压抑的
生活节奏，追求古朴幽静的乡土意境，寻找逝去家园的理想去处。
    本书展现了四川大地37个比较典型的古镇风貌。
笔者力图从建筑学者、历史学者和摄影家的多方位视觉，抑或说希望从建筑形态、人文形态和摄影艺
术形态来反映四川古镇的历史底蕴和风貌神韵。
希望本书能够唤起人们对故乡的缅怀，对儿时的记忆，对先辈的尊崇，并从中得到返朴归真、宁静淡
雅的精神享受。
也希望《四川古镇》的出版发行，能为场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起到些许推动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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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智亚，祖籍重庆长寿，出生于四川内江，“老三届”高66级毕业。
1969年3月在四川资阳县农村“插队落户”3年，1972年3月进重钢四厂工作。
恢复高考后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先后从事钢铁厂机械设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重点工程
项目管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工作至今。

    现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重庆市规划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
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兼职教授。

    多年来潜心于巴蜀传统建筑文化研究与传承，致力于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主持了重庆湖广会馆等
多个历史建筑的修复工程，出版了5部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面的著作。
2007年6月获“重庆直辖10年建设功臣”称号，2008年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

    所著《重庆老巷子》获2001年第五届重庆图书奖优秀奖；《重庆古镇》获得2002年第十四届香港印
制大奖优异奖、2003年第六届重庆图书奖最佳图书奖、2004年重庆文学艺术奖、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
图书奖等6个奖项；《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获2008年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四川古镇》是作者继《重庆古镇》之后，对巴蜀乡土建筑文化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作者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考察和严谨的历史考证基础上。
以建筑学者、历史学者和摄影家的多方位视角，用精练的文字和独到的黑白摄影艺术语言，刻画了四
川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场镇地域风貌，提出了对古镇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方法。
书中秀美旖旎的古镇景色，古朴恬静的人文风光，给人们带来返璞归真、宁静淡雅的精神享受。
本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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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成都市　一、双流县黄龙溪镇　二、大邑县安仁镇　三、龙泉区洛带镇　四、邛崃市平乐镇　五
、金堂县五凤镇　六、彭州市白鹿乡川东　七、广安市广安区肖溪镇　八、武胜县沿口镇　九、达县
石桥镇川南　十、  资中县铁佛镇　十一、资中县罗泉镇　十二、隆昌县金鹅镇　十三、隆昌县云顶
场　十四、合江县福宝镇　十五、合江县尧坝镇　十六、洪雅县柳江镇　十七、洪雅县高庙镇　十八
、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　十九、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　二十、宜宾市翠平区李庄镇　二一、屏山县龙
华镇　二二、古蔺县太平镇　二三、古蔺县二郎镇川西　二四、犍为县罗城镇　二五、雅安市雨城区
上里镇　二六、雅安市雨城区望鱼乡　二七、荥经县荥河乡　二八、汉源县九襄镇　二九、汉源县清
溪镇　三○、西昌市礼州镇川北　三一、三台县郪江镇　三二、江油市二郎庙镇青林口村　三三、阆
中古城（保宁镇）　三四、阆中市老观镇　三五、广元市元坝区昭化镇　三六、巴中市巴州区恩阳陵
　三七、通江县麻石镇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四川古镇>>

章节摘录

插图：黄龙溪镇属成都双流县，位于府河与鹿溪河汇流处，与双流、彭山、仁寿三县交界，距成都市
区约40公里。
黄龙溪镇有着1700余年历史，由于有水路与成都相通，古代曾是拱卫成都南面的军事要地。
黄龙溪原名永兴场，后来得名与龙的传说和溪水呈黄色有关。
现有场镇街区和传统建筑主要建于清末民初。
1994年黄龙溪镇被列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6月被公布为全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镇。
  古镇周边群山拱卫，两河环绕，百年古榕参天，自然环境优美。
沿府河码头的王爷坎上有一棵古榕，直径近3米，树干盘根错节，树冠遮天蔽日，成为人们休息纳凉
之处和古镇一大景观。
黄龙溪与成都府河相连，过去是一条重要的航运交通水道。
府河在黄龙溪由宽变窄，上行或下行船只多在这里换乘，过往货物、商贾也在这里停泊、中转和住宿
。
从成都九眼桥出发，沿府河乘船下行至黄龙溪l合好是一天路程，故有“朝发锦官城，夜宿黄龙溪”之
说。
便捷的水路带来了场镇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兴旺繁盛时期，府河上往来黄龙溪的船只络绎不绝，每
日达数百至千艘。
黄龙溪场镇规模较大，过去有“七街八庙九台子”的称谓。
现有保存下来的老街有正街、横街、新街、下河街、巷子街等几条街道和一些小巷子，总长约两华里
。
街巷宽处约四五米，窄处仅1米左右，街面用条形石板铺砌，部分街巷临街房屋屋檐向街面出挑约两
米，形成遮风避雨的风雨廊。
老街上有一些十字路口、丁字路口，形成富有情趣的转角空间。
不时可以看到曲线优美的封火山墙，增添了古镇的韵味。
街上尚存几十座老民居院落，从高处俯瞰，四合院一座连着一座，蔚为壮观，不少黄葛古树穿插在街
区之中，给古镇增加了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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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至2003年3年时间里，我忙里偷闲，先后考察了四川境内50多个乡镇，拍摄了上千幅照片，又花
了不少时间进行暗室制作、史料收集和后期整理。
由于公务繁忙，加之当时需要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重庆古镇》、《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
修复研究》和《重庆湖广会馆》画册3本书的图片整理、文字写作以及编辑出版等方面工作，收集的
四川古镇资料暂时被搁置了几年时间。
2002年3月，《重庆古镇》出版；2006年4月，《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出版；2008年4月
，《重庆湖广会馆》画册出版。
稍作歇息后，从2008年7月开始，我将几年前收集的四川古镇图片和文字资料重新进行整理，认真比较
筛选，以古镇历史风貌的保留完好程度作为主要标准，并征求了一些四川乡土建筑专家的意见，最终
选定了34个建制乡镇、1个古城、1个乡场、1个村，编辑成《四川古镇》。
近年来，一些古镇通过坚持不懈的规划保护和大力整治宣传，成为名声很大的旅游热点，吸引了不少
游客，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有的古镇因为财力有限，或者是重视不够，传统街区和历史
建筑还在继续受到人为和自然的损坏。
殷切希望已经发展起来的古镇不要忘了保护责任，古镇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切实维护古镇的原真
性和可识别性，不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过度商业化；暂时没有实力进行整治打造的古镇不要盲目
躁动，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古镇，使传统街区和历史建筑不要受到进一步的损毁和
人为的破坏，可能等几年时间，随着保护与利用的理念方法进一步明晰，最后获得的效果会更好，要
相信后人比我们更有办法。
在编著本书过程中，一些乡镇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的被撤并，有的更改了名字，有的设立了街道办事
处。
为了保持连续性，在本书中一律用原来的场镇地名。
还有一些古镇风貌被过度商业化开发所侵蚀，已经无法拍出原有古朴宁静的画面，好在本书照片绝大
多数拍摄于六七年前，文字大多也是根据几年前古镇给我留下的印象而撰写的，希望这些图片和文字
能够给读者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和回忆。
在考察拍摄和编著本书过程中，各方面朋友给予了关注、鼓励和帮助，所到区县乡镇的有关领导和群
众为我采访拍摄提供了各种方便，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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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古镇》是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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