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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 川的资料非常丰富,馆 藏且占全国

和民国档案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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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 内外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 ,正

从沿江沿海转向内地 ,从经济发达地区转向落后

地区,从全国转向区域。最近 ,党和政府又提出了

中国西部发展战略 ,四川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地域

广阔的西部大省 ,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因而 ,对

四川地方历史的研究不但符合学术研究的趋势 ,

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四川各地保存的大量

历史档案文献 ,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

材料。多年来 ,四川的地方史研究者、地方志编纂

者 ,已 经利用档案文献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 ,但

从总体上看 ,对档案的利用还不够充分。笔者在

研究工作中,对四川地方档案作了一些了解 ,并归

纳撰成此文 ,希望能够为广大学者进一步利用四

川地方历史档案文献提供方便。

四川的档案资源非常丰富,全省各级档案馆

馆藏档案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级档案馆馆藏

档案总量的 14.17%[1]。 ^四 川现存的明代挡案

极少 ,但都是珍品。其中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皇帝授监藏答思巴为武略朵甘思都卫管副千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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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 ,记载了明王朝在甘孜藏区实行土司制度的

史实。明洪武二十三年(1s90),朝廷颁发给公差

人员的
“
驿符

”
,对研究古代邮政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四川保存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档案则比较

丰富 ,是本文介绍的重点。本文涉及 1949年 以前

的历史档案 ,故重庆市档案也包括在内。

- 清代档案

四川省保存的清代档案主要有巴县、南部县、

会理县、冕宁县档案和川滇边务大臣⊙
档案 ,共计

1z万余卷 ,其 中巴县档案占绝大部分。时间为清

顺治五年(1s08)至 宣统三年(1911)。

(一 )巴县档案

清代巴县档案上 自乾隆十七年(1Ts2),下 迄

宣统三年(1911),共 11.3万 卷 ,是 中国保存数量

最多、内容最完整的清代县级地方档案。档案反

映了清王朝由盛而衰、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

的四川巴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状况。同

时 ,它包含有省道府下发的札令规章和其他厅州

县的平行移文 ,涉及全川和全国的一些史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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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巴县档案对于研究四川、西南乃至全国的历史

问题均具极高的史料价值。抗 日战争时期 ,这批

档案被堆放在巴县樵坪场一座破庙中。1953年

被发现 ,由 西南博物院运回收藏 ,后交四川省博物

馆,1955年借给四川大学历史系整理 ,1963年 3

月由四川省档案馆收回(现 四川大学历史系存有

部分抄件 ,以 经济类为主 )。

巴县档案内容有Ⅱ。政务 ,包括衙门设置和官

吏奖惩、保甲团练、禁烟、赌毒、防火 ;2。 农桑 ,包

括保护耕牛、灾害 ;3。 财税 ,包括地丁条粮、各项税

收 ;4。 交通运输 ,包括川江航运、驿传 ,铁路邮电 ;

5.教育 ,包 括学田、洋务学堂、巴县各类学堂情

况 ;6。 兵备 ,包 括兵勇召募、职官任免、作战、奖

惩、薪俸、抚恤

`,司
法 ,包括命案、盗案清册、各种

纠纷案、烟赌案 ;8。 契约档案 ,包括土地租佃契

约 ;9。 工商档案 ,包括各类行帮章程条规、企业呈

请立案、免税、开办章程和县、府、道、省衙门的批

准材料 ;10。 涉外档案 ,包 括鸦片战争前禁教材

料、鸦片战争后保护传教告示、教案、外国领事馆、

商行的设立 ,官府对到重庆地区游历、考察的外国

领事、商人、学者的保护艹1。 历史重大事件 ,包括

太平军人川、李蓝起义、义和拳、辛亥保路风潮、推

行新政预备立宪。

上述档案大多与诉讼有关。因诉讼而成的档

案约占全部档案的 9/10,如 命案、凶殴、赌博、盗

窃、欺诈、家庭、妇女、地权、房屋、租佃、借贷、商

贸、工矿、水运等的诉讼状纸、签票、堂讯记录、判

词与结状等[2H3][4]。
(二 )南部县档案

南部 县 档 案 馆 收 藏 ,上 自顺 治 十 三 年

(1甾 6),下 迄宣统三年 (1911),共 18B+2件 。大

部分是刑、民诉讼案件 ,以及该县与上下级、同级

衙门来往公文 ,其 中有清廷内阁抄发的奏稿、皇帝

御旨太后懿旨、皇太后皇后旨、皇室婚丧寿庆、天

象、灾害等
②
。

吏房档案包括官吏管理 ,严禁衙役差使或新

官上任向百姓萦取、摊派晓谕 ,筹各宪政奏稿 ,以

及成立四川戒烟总局 ,新设四川巡警道、劝业道等

材料。

户房挡案包括户籍赋税、田房买卖、灾情赈济

情况。如咸丰七年撰修《四川省赋税全书》,光绪

二十五年彻查四川谷仓及 民间田产、房屋交易契

约等。

礼房档案包罗地方 自治、祠祀庙宇、乡约、学

务、外事和婚娶丧葬等 内容。其 中有光绪九年
“
青莲

”
、
“
白莲

”
、
“
灯花

”
、
“
粘粘

”
四教反清活动

材料 ,外 国人在四川传教、游历、兴办慈善事业的

材料。

兵房档案包括军事调遣、军饷补给、剿防缉

匪、建立藏军、解散团练的内容。还有光绪三十二

年各地出现的抗洋布告。

刑房档案包括反清抗洋、盗奸娼匪、飞走 凶

伤、私铸赌博、狱政治安等内容。如咸丰二年四川

各地出现的诛君吊民共扭 国运的告示、宣统元年
“
红灯照

”
的揭贴。

工房档案包括财政、工业、手工业、农林水利、

商业、建筑以及禁烟、预防灾患等内容。如劝导畜

牧及葡萄酿酒的朱批 ,种植荨麻、茶叶及疏沟开河

的材料 ,光绪二十九年准奏 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自

设华股、自保利权案。

盐房档案包括盐务法规、厘金课税、井厂调

查、盐工暴动等内容[5](第 七篇第一章)。

(三 )成都市档案

成都市档案馆藏有 2000多 件清代档案 ,主要

分存在四川省会警察局、成都慈惠堂、成都地方法

院、旅蓉同乡会、成都商务总会、成都市政府、四川

交涉署、财政部盐务总局、同学录等全宗内。自雍

正九年(1731)至 宣统三年 (1911),时 间跨度 180

余年。档案主要内容有房地产契约、军警事务、商

业劝工会、工商事务及同学会、会馆等[6](3页 )。

(四 )重庆市档案馆

重庆市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共 30卷 ,最早形

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5),内 容主要是土地和房

屋产权纠纷、土地登记、买卖契约等。这些档案量

少零散 [7]。

(五 )其他地县档案

会理县档案馆存有乾隆十八年 (19s3)至 宣

统三年(1911)档 案 562卷。

宜宾地 区档 案 馆 存 有 叙 永 府 咸 丰元 年

(1851)至 宣统三年(1911)档 案,1067卷 。内容包

括内政、驿传邮政、军事等方面 ,如太平天国布告、

太平军转战川南经过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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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县档案馆保存广安州商会档案 360余

卷。记载了光绪十九年 (1B93)至 民国时期广安

州商务分会成立以来活动的情况。内容有章程、

请示、帮会报告、调研报告等。

新津县档案馆存有从嘉庆到宣统档案 ”2

卷。有四川保路运动中同盟会会员组织同志军在

川西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记载。

冕宁县档案馆保存有康熙至光绪档案 392

卷。记载了彝汉杂居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是研

究当时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新都县档案馆藏有较丰富的清代至民国的地

契原件档案。这批档案是新都县民间产权转移的

原始契据 ,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成都平原农

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中清代嘉庆至宣统历朝的

地契十分珍贵 ,其所有权多属饲堂、庙会、同乡会

馆、学馆、养济院等[8]。 这对于近来中外学者比

较关注的所谓
“
公共领域

”
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江北县档案馆有清代档案 5卷 111件 ,内 容

有文约、契约、合同、同学录、毕业文凭、办学呈文、

工资表等 [9]。

长寿县档案馆有清代档案 2卷 ,主 要是土地

和房屋买卖的契约和官契 ;綦江县档案馆有清朝

档案 48件 ,内容为文约、契格、合同、告示、册簿、

改过书等[10]。

(六 )丿

"滇

边务大臣档案

四川省档案馆保存有 1100卷。主要内容有 :

攻克巴塘、盐井、三岩及平定波密奏稿 ,调遣军队、

筹拨军费文件 ;改土归流情况 ;征收粮税、盐税 ,地

户口册 ;农事改良,办理垦荒 ;道路测绘 ,成都至康

定道路修筑 ;开办男女学堂 ,藏 民子弟入学 ;规划

西藏事宜 ,如设督练公所 ,办巡警邮政 ,铸造钱币 ,

开关设埠 ,抚恤藏民,川兵入藏戍边 ,垦荒开矿 ,兴

办学堂。川滇边务大臣档案对于研究清末中央王

朝对西藏和康区的统治 ,采 取的边疆政策、民族政

策 ,以及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具有十分重

要的史料价值[1叫 (20-23页 )。

二 民国档案

全省各级各类档案馆共有民国档案 “92210

卷又 ⒕778件。

(一 )四川省级民国档案

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的省级民国档案有 253个

全宗 ,弱2109卷。包括以下几方面档案。

四川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1912— 1949)。 国

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颁行的组织、人事、会议、视

察等方面法规 ,会议记录 ,省府、专署、县府工作报

告 ,省 政府施政情况等。

民政厅 档 案 (1912-1949)。 地方 自治、警

政、户政、兵役、剿匪、民众训练、司法、外事、边务、

宗教、礼俗、土地行政等内容。

财政厅档案 (1912— 1949)。 各类法规 ,财政

计划和报告 ,税捐 ,党 务、军警、保安经费 ,公营业

收支监督和官产处理 ,金融债务等。

建设厅档案 (19乃 -1949)。 建设法规章程 ,

施政报告 ;商业股份公 司呈请成立和批复 ,们 年

代城乡物价指数 ;各类工厂申请开业及批复 ;地质

调查 ,矿产分布与开采 ,电讯线路状况 ,公 路、桥

梁、道路修筑与管理 ;城市建设规划 ,成都、重庆 自

来水公司事务 ,市政设施管理 ;农业概况与土地利

用 ,农产品 ,特产出口调查 ,良种推广 ,消 灭虫害 ;

林场调查 ,造林育苗 ;畜牧兽医训练 ,乳牛、绵羊改

良推广 ;都江堰岁修及经费计算 ,川 江测量月报。

教育厅档案 (1呢4-1949)。 全省教育计划、

总结 ,会议记录、决议、报告 ,教 育统计 ,经 费预决

算 ;省 立重庆大学调整班系 ,省立教育学院组织大

纲、校历 ;各县市中学、中师、职业学校立案申请 ,

审核校籍 ,迁移校址 ;教育计划、大纲 ,课程进度报

告 ;国 民教育立案 ,教育计划报告和学院名册 ,乡

镇中心学校和保 国民学校毕业生名册 ;各县社会

教育计划和报告 ,市县图书馆申请立案 ,县体育场

修筑等。

高等法院档案 (1912— 1949)。 刑事诉讼方

面有 :渎 职案 ,妨害公务案 ,公共危险案 (如纵火、

爆炸、决水等 ),伪造货币和有价证券案 ,妨 害风

化案 (如 强奸、轮奸、猥亵、容 留妇女卖淫等 ),毒

品案 ,杀人案 ,抢劫案 ,盗窃案等等。民事诉讼方

面有 :债务涉讼 ,物权涉讼案 (如 土地权属、土地

租佃、房屋、家产、寺庙等 ),亲 属关系涉讼案 (如

婚姻、赡养扶养等 ),遗产继承、分割涉讼案 ,商业

涉讼案。

西康省 (1939年建省)民 国档案 11700卷 ,其

中国民党西康省党部档案 3300卷 。1955年 10

月 ,西康省撤消 ,各厅局保管的民国档案移交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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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对口机关 ,现 由四川省档案馆收藏。还有少量

档案保存在甘孜州档案馆。西康省建设厅档案中

有土地利用和荒地调查 ,各县农情和粮食生产调

查 ,畜牧生产状况等 ;教育厅档案中有全省公私立

中学一览表 ,雅 安中学、康定中学、西昌中学和各

小学教务财务档案 ;水利局档案中有水文、气象的

旬报、月刊[5](第七篇第一章)[11]。

(二 )市级民国档案

l。 重庆市。重庆市有民国档案 50余万卷 ,是

该馆馆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所在。以抗日战争的

爆发为界 ,可划分为两大部分。

抗战前的档案。1935年 以前 ,重庆为四川军

阀所控制 ,由 于政务机构不完备 ,档案管理不受重

视 ,故抗战前的政务档案少而零碎。多数机构自

1935年 后才有档案。但抗战前的金融档案、邮政

档案、工矿企业档案较丰富。有各银行与军政机

关、军阀的往来文件、各行对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南

地区的经济、金融、物产、交通等方面的调查报告 ;

邮政档案较为完整 ,并反映出红军人川、经济资

源、社会秩序等情况。因此 ,民 国档案基本上没有

形成断层。

抗战后的档案。抗 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

府的陪都、中央直辖市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

区指挥中心。重庆市的民国档案 ,BO%以 上形成

于抗战时期 ,记 载了抗战时期重庆政治、经济、交

通、社会风俗、城市建设等发展演变的历史 ,被命

名为
“
陪都档案

”
。内容有 :工厂、学校内迁 ,战 时

西南、西北地区开发 ,日 机轰炸重庆 ,较场口事件 ,

国民党当局迫害《新华 日报》,重 庆谈判及中共代

表团在渝活动情况 ,重庆地下党、各民主党派活动

情况 ,工人、学生运动[7](前 言)。

2r成都市。成都市有民国档案 15.3万 卷。

计有省会警察局档案 ,成都市政府档案(1917—

1909),成 都地方法院档案 ,成都市商会档案 ,启

明电气公司档案,14家银行档案,57所学校档案 ,

四川省第-行 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 (1935—

1909)。 抗 日战争时期档案有 J刂 军六个集团军

(” 、zs、zT、 z9、 30、 36)请缨抗战 ,30万川军在抗

战前线的历史记录 ,四川省 sO万 民工修桥筑路、

支援前线的记录 ,著名作家巴金、李韵人在成都活

动的史料 [6]。

3.自 贡市。自贡市有 民国档案 7.4万余卷。

其中盐业档案 2.7万 卷 ,对研究近代 中国盐业发

展史和手工业史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盐业档

案的主要内容有 :盐务法规章程 ,川 康盐务管理局

及其分支机构 ,各类盐井调查统计材料 ,mOo多
件井灶、房地产契约。

4.内 江市。内江市档案馆藏有较丰富的糖业

档案 ,比 较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 内江蔗糖业的

生产、销售 以及与蔗糖有关 的社会经济、城乡产

业、社会生活情况。

5.宜宾市。宜宾市档案馆收藏的
“
国民革命

军二十一军
”
全宗 ,记 载 了二 十一 军在 长江叙

(府 )、泸 (少

")一
带布防情况 ,并集中反映了 1935

年中央军人川 ,纠 集川滇黔各省军队企图合围堵

截红军的情况。

(三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档案

1935年 ,四 川划为 18个 行政督察 区和西康

行政督察区 ,每 区设专员公署。现保存专员公署

档案 1000卷 以上的有一、二、三、九、十、十二、十

三、十六区。

(四 )县级民国档案

各县 民国档案数量很多 ,仅县政府挡案在

1000卷 以上的有绵阳、万县、忠县、云阳、合川、长

寿、巴县、永川、大足、荣 昌、綦江、江津、阆中、荣

县、宜宾、武胜、石柱、渠县、平 昌、雷波、会理、资

中、威远。其中民国巴县档案有 8613卷 。

三台县档案馆现存 民国档案 4.8万多卷 ,是

目前四川县级档案馆 中保存 民国档案最多的 ,其

中经济档案较有特色。

万县市档案馆保存有万县海关档案(英文 ),

上 自 1917年 ,下迄 1946年 。其 中有按月编写的

大事记 ,内 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记述

了川陕鄂红军和中共 四川地下党活动倩况以及

19“ 年发生的万县
“
九五

”
惨案 c

绵竹县档案馆藏有较丰富的民国时期 的社

仓、教育方面的档案 ,是研究四川社会史和教育史

的第一手资料。

井研县 档 案馆 藏 有 四川 护 国军 总 司令 部

1916年讨袁檄文、蔡锷先生担任四川省省长兼督

军的通告、护国战争时期四川战场的情况等材料。

还有朱德早年在四川进行革命活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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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县档案馆藏有第六战区长官部(1%2-
1舛5)档案。

渠县档案馆藏有陈独秀晚年寓居江津县时的

钔 余封亲笔书信及其撰写的《中华古史表》。

阆中档案馆藏有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档案。

彭县档案馆藏有 1949年 12月 刘文辉、邓锡

侯、潘文华联名起义的通电、通告等。

綦江县档案馆有历史档案 1.9万 余卷 ,其 中

珍贵档案有抗战时期韩国国民党理事长金九等外

国侨民居住綦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迁綦江、19“

年国民党制造的
“
綦江惨案

”
以及革命历史档案

[12]。

合川县档案馆有民国时期档案 4.13万 余卷 ,

除当地党务政务、财政金融方面的档案外 ,还有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军政部卫生材料厂、

民众自卫队、青年军、远征军及驻军的来往函电文

件、照片、名册等 ,民 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议决议、公司章程、决算报告 ,以及公司给省政府

的呈文等卜3]。

荣昌县档案馆有历史档案 1200余 卷。反映

革命斗争的有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廖逢吉作农

村宣传的
“
报告

”
、
“
农民歌

”
;有 大量反映国民党

组织活动的文件 ;记述当地特产—— 夏布、折扇、

猪鬃和陶瓷的档案颇有特色。

长寿县档案馆有民国档案 “00余卷。有民

国县乡政府、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军警、宪、

特、社团、宗教组织、学校等形成的档案。

江北县档案馆有民国档案 16700余 卷 ,主要

内容有党政、社团、军事、财政、金融、教育等。另

有革命历史档案 1卷 ,为川东特委
“
关于中共川

东区 19dT-1948年 工作总结
”
[9]。

潼南县档案馆有民国档案“36卷 ,起止年代

为 1929-I949年 。主要内容有政府工作计划、机

构设置、征粮募捐、田赋税收、保甲户口、社会救济

及财政经济、政法军事、文教卫生等。革命历史档

案有杨固公烈士生前和牺牲时的照片档案。

巴县档案馆有历史档案 12251卷 ,大量形成

于民国 zO年后。比较珍贵的有反映邓小平、谢陈

常、陈家齐、周文楷等人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关文

件 ;1”6年 1月 ,重庆熟毛帮工业会全体工人发

表要求释放程仿尧的《重庆熟毛帮工人紧急呼

吁》;英舰炮击万县 ,人 民游行、罢工 ,抗议英暴行

的文件;1%9年 3月 ,巴 县政府派员整理清代巴

县档案的有关文件。

新都县档案馆藏民国地契档案 ,见前述。

(五 )区乡民国档案

区乡民国档案在全国都是很难寻到的。四川

现保存有以下区乡民国档案。

重庆市第一至第十八区公所档案 3029卷 ,内

容为区公所组织规程、会议记录、工作计划、工作

报告等。

泸州市纳溪区档案馆藏有较丰富的民国初年

地方社会与乡绅方面的档案。因民国初年四川军

阀混战,政局动荡 ,地方档案保留较少 ,故 纳溪的

这部分档案便弥足珍贵。

另外 ,永川县临江乡公所 132卷 ,何埂乡公所

109卷 ,科名乡公所 119卷。成都市第五区公所

198卷 。蓬安县区乡镇 131卷 。温江县涌泉乡

206卷。资中县龙山镇 199卷 。乐至区乡 1535

卷。

一些档案馆还藏有丰富的族谱 ,如 成都市藏

有陈氏、古氏、杨氏族谱 ;新 都县档案馆有谱谍

100多种 ,其 中有汤氏族谱 (艾芜原名汤道耕 )和

曾氏族谱 ,后者较完整 ;龙泉驿区档案馆的族谱也

较多 ,尤 以客家人的族谱较有特色 ;綦江县档案馆

存有张氏族谱、胡氏谱引、左氏族表等 ;北丿刂县档

案馆藏有廖氏族谱 ;宣 汉县和酉阳县等地档案馆

也收集了一批家谱档案[14](428页 )。

四川是-个多民族的省份 ,除 汉族外 ,还 有

彝、藏、羌、土家、苗、回、蒙古、傈僳、满、纳西、布

依、白、傣、壮等十四种人数较多、世居的少数民

族。据不完全统计 ,全 省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有

813TO卷 (截止 1992年 )[15]。

文革以后 ,四川各地档案馆对馆藏档案作了

大量细致的整理工作 ,并从 gO年代起向社会公众

开放历史档案。迄今 ,四 川省档案馆己经对巴县

档案重新按全宗进行整理 ,编 制了案卷目录 ,其中

重要的文件已经拍照缩微。但由于档案卷宗浩

繁 ,藏地分散 ,故查找起来仍有许多不方便的地

方。可喜的是四川各级档案馆从 zO世纪 gO年代

以来 ,积极开展裆案史料的编辑研究工作 ,出 版了

许多档案史料的专辑 ,为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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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 月,清廷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重要
”
,决定设立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行政

区,以 赵尔丰充任首届川滇边务大臣,授
“
以军府之规,任地方之贲

”
。英辖区包括今甘孜廒区和西藏的江达、察隅、芒

康等县。        
’

②文中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省档案志》未刊稿,以 及笔者的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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