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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家族、寺庙与巴渝场市的恢复和发展

岳精柱
*1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巴渝与移民文化研究所，重庆 400015)

【摘 要】:清代的“湖广填川”移民运动，使巴蜀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这促进了巴

蜀地区场市的普遍恢复建立，从而形成了农村商业网点。家族力量在各地场市的建立中发挥了积极的人力和组织作

用，寺庙在场市的建立中发挥了文化引力的作用。在巴渝地区，场市的形成有着自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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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初“湖广填川”移民运动的开展，使得大量移民涌入。移民们的积极耕垦，使巴渝大地农业得以快速恢复并繁荣起

来。在此基础上，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各地场市也普遍得以恢复建立。在此过程中，家族和寺庙分别从人力、组织以

及文化引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从此视角探究之。

一、巴渝场市建立情况

清初的大量移民，满足了巴蜀之地劳动力的需求。巴蜀之地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其经济交易之处———场市也逐渐兴盛

起来。

巴渝场市的发展，无论从时间还是区间来看，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下列各表可窥得一斑:

表 1 清嘉庆前后重庆场市统计表
［1］148

清代县（厅）名 面积（km
2
） 场镇数 每场平均面积（km

2
） 备注

1.巴县 1.面积据《重庆市地图册》， 成

都地图出版社，1999 年版

2.场市数依高王凌先生统计数

据，高文不载之州县，据同治《酉

阳直隶州总志》，道光《石柱直

隶厅志》以及民国《潼南县志》

补。潼南县为民 国初年设，在

清为遂宁县梓潼镇。民国潼南县

2.江北厅 5 567.90 112 49.71

3.合川 2 356 72 32.72

4.铜梁 1 334 29 46

5.璧山 913 13 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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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7场，其中2场为光绪时设，

故作 25 场计。另巫山县 5 场，

据光绪

6.大足（包括今大足、双桥） 1 390 16 86.87

7.永川 1 576 27 58.47

8.荣昌 1 079 17 63.47

9.江津 3 200 73 43.83

10.綦江（包括今綦江、万盛） 2 734 38 71.94

《巫山乡土志》。大宁县场数史

籍失载，依相邻之城口场数计

3.本表所列，主要为乾嘉间数

据，乾嘉间所缺数据，以其先后

相邻时期代替

4.永川县高王凌作 25 场，似有

误，据《光绪永川县志》，应为

27 场

5.大宁县场市，卢华语教授以开

县场数为计。笔者以城口数计，

可能更接近，因两县皆在大巴山

腹地

11.长寿 1 415 31 45.64

12.南川 2 602 37 70.32

13.涪州（包括今涪陵、武隆） 5 847 130 44.97

14.忠州 2 167 44 49.25

15.丰都 2 901 75 38.68

16.垫江 1 518 16 94.87

17.梁山 1 892 27 70.07

18.奉节 4 099 47 87.21

19.云阳 3 649 47 77.63

20.万县 3 443 48 71.72

21.开县 3 956 6 659.33

22.巫山 2 958 5 519.6

23.大宁（今巫溪） 4 026 29 138.83

24.酉阳 5 173 72 71.84

25.彭水 3 903 49 79.65

26.秀山 2 450 28 87.5

27.黔江 2 397 17 141

28.石柱 3 012 24 125.5

29.潼南 1 593 25 63.72

30.城口 3 282 29 113.17

合计与平均数 82 400 1 183 69.65

注: 此表部分转用卢华语教授的研究成果。载: 《古代重庆经济研究》，重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0－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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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知，在重庆 8．24 万 km
2
面积上，嘉庆年间有 1183 场(各县城街道除外)，平均 69．65km

2
就有一场。特别是巴县、

江北、合川、永川、铜梁、大足、荣昌、江津、长寿、涪陵、忠州、丰都、潼南等地，其平均数远远低于整个重庆的 69．65km
2
，

这些地区应是经济发达所在。璧山、綦江、南川、梁山、云阳、万县、酉阳、彭水等地，其场市平均数接近重庆整体平均数，

属次发达地区。将酉阳、彭水经济归为次发达地区，似欠妥，尚需材料进一步证实。垫江、秀山等属经济较差地区。大宁、黔

江、城口等地，属经济差的地区。据表 1 所反映信息，开县、巫山属最差地区。但是，开县、巫山场市平均数达 500km
2
以上，

高出平均数 7～9倍，似难理解。而当时的开县，其经济不会这么差，其制盐和产煤规模大即可窥一斑。场市是因农村商业的发

展而成，其繁荣程度不仅反映了该场商业发达程度，更反映了该场所覆盖区域(经济圈)的经济状况。因此，场市的恢复与增加，

充分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

场市的普遍恢复和新建，又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业的发展，正如光绪《永川县志》所言:“场市即多，易事通功，诚为民便。”
［2］卷 3《场市》

光绪《长寿县志·原目》:“贸迁化居，约期为市，虚往实归。”其他方志亦多描述:“市井者，场镇也。利之所在，

人必趋之。聚民间日用之需入市交易，谓之赶场。各有定期，辰集午散。”
［3］卷 3《场镇》

“至于各乡场镇，每逢赶集，摩肩接踵，

塞街填衢，以有易无，听民自便。”
［4］卷 2《场镇》

“日中为市，以有易无，民咸便之。”
［5］卷 2《市集》

农村集市，均有定期，每十天三

场，或三、六、九或一、四、七，或二、五、八，相邻场镇，集市期一般都错开，以便交易。也有“无市期，俗谓之百日场”
［6］

卷 4《市镇》
者。反映出昔日商业一派繁盛景象。

在家谱中，亦有从事贸易之描述。赖氏入川祖于乾隆十九年，自广东兴宁入巴县。约居 20 年后至第三世，“始不得已而引

诱于贸易之事。夫贸易固属易事耳，而引历之苦衷实难言也，当奔走于巫山、汉口，其间停留之缱绻，往来之辛勤，迄今梦寐

之际，犹记当年旅邸之凄凉而泣血泪下矣”
［7］

。由文中可知，其贸易规模较大，路程较远，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商业的发达。

巴渝商业繁荣，诚如民国《云阳县志》所述:“盐业盛时，各乡殷阜，豪绅富贾，暨其子弟，岁常入城游止，动经旬月，服

用丰美，挥霍偃蹇……然当年常有京货船、南货船泊城下，经数月一至，至辄大获，或囊货入厂，恣所嗜携取，不问价责直，

归舟始收帐而去。又更赊货若干，以俟重到，不虞相负也。清末，遂渐销歇，尚偶有过者，今乃绝迹。”
［8］卷 14《礼俗中》

乾隆五年四

川巡抚方显奏称:“川省地方，外省商贾贸易之人，实居太半。”
［9］卷 120

此时期的传统商业很是发达。

广大农村场市的恢复与发展，成为了当地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流场所。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大量的消费需求。移民们的剩余劳

动产品，也需进行交流，作为物品的交流场地———市场亦相继建了起来。如陈孔立先生的移民社会理论所概括的移民社会结

构的基本特点之五所言，巴渝地区场市的建立，和其他移民社会一样，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市场也迅速恢复或新建起来。

定远厅“山民……盐布零物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多险阻，故家多畜猪，或生驱出山或奄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
［10］卷 5《地理志·苗

俗》
。

从表 2、表 3、表 4、表 5来看，各地场市恢复建立比较集中的时段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两时期所建场市之和分别占了各县

总数的约 34．3%、43．6%、31．3%和 31%。表 6 反映巴县在乾隆时期的场市布局，基本成了定局，后世改变不大。这两个时期

相对其他时期，比例所占很大，这和乾隆时期的移民高峰有关。而嘉庆时期又是移民后裔大量生长时期，人口增长快。同、光、

宣时期亦如此，王笛根据人口平衡公式，对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十七年间的四川人口进行了修正，从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

六年，人口都稳定在 1021．6 万至 1170．1 万之间，六年间人口数变化不是很大，这说明此时期的移民人口的增加较前有所减

缓，而嘉庆十七年人口为 2070．9 万，较乾隆五十六年增幅较大
［11］72

，这应与大量移民来川后的人口繁育有关。因为在稳定了

几十年后，移民又出现大量高涨之势，于理难以成立，何况政府已于雍正、乾隆时采取了一些移民限制措施，于此后，四川不

可能再有大规模的移民。

表 2 永川场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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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段 明及前 康熙 雍、乾 咸、同 光绪 不明 总数

数量 6 8 4 3 5 9 35

比例 17.1% 22.9% 11.4% 9% 14.2% 25.7%

注: 1．据光绪《永川县志》卷 3《场市》整理。2．康、雍、乾时期建立之场市共占 34．3%。3．县城除外，下同

表 3 大足场市表

时间段
康熙

（包括清初）
乾隆

光绪

（包括清末）
民国 不明 总数

数量 5 4 4 7 12 32

比例 15.6% 12.5% 12.5% 20% 34.3%

注: 1．据民国《大足县志》卷 2《镇乡》整理。2．康、乾时期合计占 28．1%

表 4 宣汉县场市表

建置时段 明朝 顺、康、雍 乾隆 嘉庆 道、咸 同、光 民国 总数

数量 8 6 17 10 6 9 4 60

比例 13.3% 10% 28.3% 16.7% 10% 15% 6.7%

注: 1．据民国《宣汉县志》卷 2《市场卷》统计整理。2．顺、康、雍、乾时期合计占 38．3%

表 5 达县场市表

建置时段 明朝 顺、康、雍 乾隆 嘉庆 道、咸 同、光、宣 民国 总数

数量 14 6 21 9 9 19 9 87

比例 16.1% 2% 24.1% 10.3% 10.3% 21.8% 10.3%

注: 1．据民国《达县志》卷 2《市场》统计整理。2．凡表中有“见乾隆志”者，计入乾隆时期。3．顺、康、雍、乾时期

合计占 31%

表 6 巴县场市表( 包括江北厅)

时间段 乾隆 同治 民国

数量 120 12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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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厢、街市 29坊、15 厢 巴县:29 坊、15 厢 江北:22 街市 496 街巷

注: 1．据乾隆《巴县志》卷 2《场镇》，同治《巴县志》卷 1《场镇》，道光《江北厅志》卷 2《舆地》，民国《巴县志》

卷 2《镇乡表》整理统计。2．同治时期场市，包括同治时巴县 68 场和道光时江北厅 52 场，但不包括乾隆二十四年划归璧

的依来乡。3．民国时期场市数量不包括江北厅

于上述可见，人口的增加与场市的建立，成正比关系。

二、寺庙在场市建立中的作用

经济史家全汉升先生曾以宋、明、清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道出了庙会与场市的关系
［12］

。

段玉明教授还详细论述了寺庙集市化与寺庙场镇化，指出了寺庙文化对经济交流的促进作用。认为庙市的墟市化在明、清时期

是不可遏制的趋势
［13］848－852

。由于人们对神祇的拜祭，人员流动大，且神祇所在地成为中心，很容易形成市场，以满足拜祭者的

商业需求。而庙会或曰寺庙文化的成熟，更促进了经济交流、商业的发展。清代的巴渝地区，亦不例外。

为了方便，下面将部分地方志中有关用家族和寺观命名的场市罗列出来。

下面是根据各地不同时期的方志记载的场市情况。

表 13 中的大竹河、竹峪、白沙、旧院、关坝等市场，表 9 中的黄泥、白沙、杜市、清平、石蟆，表 15 中的石堰、傅何、

万顺、葛兰、河街、晏家等地，是当时寺庙分布较多者，也是当时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如大竹河场，就有川陕船帮的行业

庙王爷庙、江西会馆万寿宫、川民会馆川主宫、黄州公馆禹王宫、湖南会馆寿佛宫、纺织行业神庙机神庙等，竹峪场有川民公

馆川主宫、江西人会馆真君阁、湖广会馆禹王宫、黄州会馆帝主宫、江西会馆万寿宫、陕西会馆(又称三省会馆)等
［14］卷二《祠庙》

。

江津的清平场，有禹王宫、万寿宫、鲁班庙、五圣庙等移民、行业会馆。江津黄泥场，虽无水路，但为重庆与贵州间的交通要

道，有 25 座寺庙，其中会馆有万寿宫、帝君庙、南华庙、禹王宫、万天宫;行业庙有孔圣庙、张爷庙、关帝庙、王爷庙等
［15］卷四

《寺观》
。会馆和行业庙，主要是商人和手艺人的活动场所，反映了黄泥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很高的。长寿的葛兰场，有万

天宫、三圣宫、帝主宫、万寿宫、禹王宫、后天宫等移民会馆
［16］卷二《庙宇》

。寺庙的多少，可以说是经济是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神，多是不同地域的移民搬来的地域神。众多地域神同处一地，相对较集中，则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场市便由此形成。

故可以说寺庙活动与场市经济发展，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需说明的是，一些寺庙并未设在场市内，而是设在场市外。这些

寺庙，虽不如场市内的寺庙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大，但在这个市场圈内，同样不能否定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因为这些寺庙的祭祀

活动，同样会吸引许多百姓，同样利于经济交流。寺庙，成了场市的文化引力，成了这些场市久盛不衰或越来越繁荣的重要因

素。

三、宗族力量在场市建立中的作用

场市的建立，需要一定的依托力量，宗族就是最恰当的团体。方志中，记述利用宗族之力建立场市的不少。表 7 反映出，

以家族命名的场市，9%及以上的有 19 县，以下的只有 9县，特别是綦江达 32%，万县、开县也在 20%以上，江津、大宁、潼南、

垫江、大竹等四县在 15%及以上。从表 8 到表 12，反映以家族命名的场市有不少。表 16 更说明家族在场市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

表 7 部分方志中的家族、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6

县

名
总场数 家族名场市

家族名

场市所

占比例

寺观名场市

寺观名

场市所

占比例

资料来源

江

津

县

73 场

梁家场 刁家场 杜市场 贾

嗣 朱家 吴市 周杨 李市 吴

滩 傅家 蔡家

15%
关圣 金紫 真武 慈云

三圣 金刚 紫云
10%

民国《江津县志》

卷一《市镇》

永

川

19 街

12 巷

35 镇

袁家 殷家 邬家 刘家 白家

( 以上皆巷) 何家 埂陈家

张家 王家坪( 以上皆场)

14%

普照寺 真武 川主 万

福(以上皆街巷) 石

庙 普莲 梓潼 仙龙

(以上皆场)

12%

光绪《永川县志》

卷三《街市·场

镇》

奉

节
47 场 朱家坝 冯家坝 4% 香山寺 观音庵 4%

光绪《奉节县志》

卷四《疆域》

大

宁
95 场

谭家坝 涂家坝 冉家坝 黄

杨坝 谢家坝 赵家坝 施家

坪 田家坝 涂游坝 谭家墩

刘家坝 田家营 徐家坝 汤

家坝

15% 天星观 二郎坝 2%
光绪《大宁县志》

卷一《地理》

江

北

厅

52 场
舒家 林家 桥王家 李家

秦家
10%

官庙街 文庙街 三圣

土主 文昌
8%

道光《江北厅志》

卷二《街市·场

镇》

綦

江
38 场

陈家坝 封家 袁家坝 李家

崖 刘罗坪 熊高山 罗汪村

欧家坝 蹇家沟 马家漕 蔡

家坝 文村

32% 观镇 紫金庙 古佛坎 8% 道光《綦江县志》

合

川
39 场 孙家 萧家 蒲溪 张家桥 10%

金紫沱 二郎 东岳庙

万寿 沙溪庙
13%

民国《合川县志》

卷一《形势上》

璧

山
29 场 丁家坳 郑家 7% 梓潼 3%

同治《壁山县志》

卷一《市集》

潼

南
27 场 田家 安家 王家 夏家 15% 大佛镇 龙项寺 观音 11%

民国《潼南县志》

卷一《舆地志》

大

足
72 场 马家街 李家坝场 3% 弥陀 观音 3%

民国《大足县志》

卷二《镇乡》

铜

梁
29 场 尹家 3% 二郎 大庙 三教 万寿 14%

光绪《铜梁县志》

卷二《乡镇》

南

川
57 场 陈家 田家 叶文坝 5% 二郎桥 观音桥 4%

民国《南川县志》

卷二《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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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寿

12 街

40 场
傅何 晏家 焦家 6% 千佛 梓潼 古佛 6%

民国《长寿县志》

卷二《镇乡》

黔

江

5 街

23 场
蔡家漕 4% — —

光绪《黔江县志》

卷一《街市》

彭

水

4 街

49 场

保家楼 黄家坝 周家寨 张

家坝 张家溪
9% 观音寺 文庙 4%

光绪《彭水县志》

卷一《街市》

秀

山
41 场 巴家屯 2% 庙泉 2%

光绪《秀山县志》

卷二《地志·市

集》

酉

阳

70 场

3 街

涂家寨 白家溪 丁家湾 董

家河 喻家坝 谢家坝 杨家

沟 冯家坝

11% 庙溪 太极 3%

同治《酉阳直隶

州总志》卷四《市

镇》

荣

昌
17 场 梁家 吴家 12% — —

同治《荣昌县志》

卷二《场集》

梁

山
28 场 柏家 石家 马家 杨家 14% 观音 4%

光绪《梁山( 梁

平) 县志》卷三

《场镇》

丰

都
76 场

王家 何家 董家 廖家 皮家

高家镇 孙家镇 蒋家沟 田

家嘴 蒲家

13%

社壇 三圣 文会 观音

寺 林家庙 关圣 石佛

庙坝

11%
民国《丰都县志》

卷八《场市》

垫

江
33 场

杠家桥 庄家桥 董家 母家

桥 曹家 梅家
18%

赵家寺 裴江庙 石

坎庙
9%

光绪《垫江县志》

卷二《场市》

万

县
49 场

孙家漕 余家 劭家 王家 陈

家坝 熊家坝 大周溪 小周

溪 余家嘴 龙家沟

20% 三元 佛寺铺 4%
同治《万县志》卷

九《场集》

开

县
32 场

马家沟 谭家坝 马家营 赵

家 陈家 岳溪 邓家
22% 关山庙 3%

咸丰《开县志》卷

三《场市》

城

口 2
9 场 冉家坝 汪家河 7%

高观寺 袁家庙 寒

溪寺
10%

道光《城口厅志》

卷三《场市》

邻

水

9 街

36 场

冷家渡 王家 梁家 袁市

牟家坪 古家
9% 观音桥 2%

道光《邻水县志》

卷一《街道》

岳

池

4 街

31 场
余家 罗渡溪 萧家 9% 白庙 观音溪 4%

光绪《岳池县志》

卷三《市镇》

广

安
36 场

彭家 杨家坪 萧家溪 雷家

(废) 汪家( 废)
14%

东岳庙 白庙 观音阁

庙坝场
11%

宣统《广安州志》

卷九《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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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竹
48 场

周家 童家 张家 北李家 姚

市坡 欧家 高家坝
15%

二郎桥新菴庙坝观

音桥文星神合杨

通庙

15%
民国《大竹县志》

卷二《乡镇》

达

县
99 场

蒲家 李家坝 张家 覃家 明

家河 王家 赵家(2) 固家

陈家坪 万家 马家 申家

文家

13%

石庙 石观音 东岳庙

景市庙 新庙子 梓潼

庙 白衣庙 四溪庙 老

君垭 寿福 福善 东岳

二郎 双庙

14%
民国《达县志》卷

三《市镇》

表 8 巴县不同时期的家族、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历

史

时

期

总场数 家族名场市

家族名

场市所

占比例

寺观名场市

寺观名

场市所

占比例

资料来源

乾

隆

时

期

120 场

彭家(2) 毛家 江家 舒

家 王家 李家 陶家 蔡

家 龙家 曾家

9%

圣灯 二圣殿 石庙

店 观音 土主(2)

佛图关

6%

乾隆《巴县

志》卷二《场

镇》

同

治

时

期

68 场
彭家(2) 毛家 江家 陶

家 蔡家 龙家 曾家
12%

圣灯 二圣殿 石庙

店 观音 土主 佛

图关

9%

同治《巴县

志》卷一《场

镇》

民

国

85 场

496

街巷

姚公 曾家 蔡家 陶家

马家 姜家 陈家( 以上

皆场) 江家 蹇家桥 萧

家凉亭 曹家 蔡家湾

伍家 伍家后街 劭家院

雷家坡 瞿家沟 蔡家石

堡 蒋家院 郑家上、下

街 潘家 韦家院坝 王

家码头 张家凉亭 曹家

湾(以上皆街) 姚家 余

家 金家 蹇家 蔡家 刁

家 胡家 曹家 冉家 罗

家 杜家 江家 曾家岩

( 以上皆巷)

7%

龙隐镇 土主 马王

文峰 崇文 二圣

惠民 小观音 石庙

( 以上皆场) 太华

楼 三教堂 韩家祠

小米寺 长安后 药

王庙 龙王庙

罗汉寺 治平寺 太

华楼 二郎庙

上中下陕西街 马

王庙 三元庙

(以上皆街) 报恩

寺万寿宫 关庙 天

官雷祖庙 老关庙

山

王庙 老山王庙 三

元桥 上清寺

王爷庙 元通寺 后

11%

民国《巴县

志》卷二《场

镇》、《街道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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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地母亭 三

圣 元通寺 镇江寺

地庙 王爷庙 北壇

庙 老关庙 神仙洞

正、后街 金马寺

金马寺横街 西来

寺 报恩堂 永真堂

观音岩 五

福宫 至圣宫( 以

上皆巷)

表 9 忠州不同时期的家族、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历

史

时

期

总场数 家族名场市

家族名

场市所

占比例

寺观名场市

寺观名

场市所

占比例

资料来源

道

光

时

期

62 场

孙家 苏家坡 罗

家坊(以上街市)

王家 黎场 彭家

曹家 任家 黄家

冉家沟 江家 马

家 江家(废) 贺

家(废)

23%

老关庙街 清河

寺 普照(望水

寺) 庙 垭口 拔

山寺 花桥寺 白

马庙(废)

11%

道光《忠州

志》卷二《街

市坊表》

同

治

时

期

66 场

苏家坝街 严家

桥街 王场 黎场

彭家 曹家 任家

黄家 冉家坳 江

家(2) 马

家 凌家 贺家

周家 汪家 万家

马杨

26%
老关庙街 清河

寺 拔山寺
5%

同治《忠州

志》卷二《村

镇》

表 10 涪州不同时期的家族、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历史

时期
总场数 家族名场市

家族名

场市所

占比例

寺观名场市

寺观名

场市所

占比例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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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时期
120 场

罗家 王家 韩

家沱 白家

(2) 石家沱

明家 罗云

坝 李渡镇 苟

家 沈家

包家 严家 汪

家 郭祥坝

13%

新庙子 庙垭

子 罗家庙 土

地庙 裴江庙

新庙

5%

同治《涪州

志》卷一《场

市》

民国

时期
151 场

明家 杨家井

徐家 白家 屠

家 沈家 江家

李渡 苟家 高

家镇 石家沱

罗家 百家 韩

家沱

9%

玉皇观 土地

坡 高庙子 土

地庙 裴江庙

石庙 文星 新

庙子 文庙 包

家庙 罗家庙

汪家庙 李村

寺

9%

民国《涪陵县

续修涪州志》

卷五《城镇乡

会》

表 11 綦江县不同时期的家族、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历史

时期
总场数 家族名场市

家族名

场市所

占比例

寺观名场市

寺观名

场市所

占比例

资料来源

道光

时期
38 场

陈家坝 封家

袁家坝 李家崖

刘罗坪 熊高山

罗汪村 欧家坝

蹇家沟 马家嶆

蔡家坝 文村

32%
观镇 紫金

庙 古佛坎
11%

道光《綦江县

志》卷二上《疆

域》

民国

时期
6 场

金紫庙 青

龙(龙台

寺)

33%

民国《綦江续

志》卷一《场

市》

表 12 宣汉县不同时期的家族、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历史

时期
总场数 家族名场市

家族名

场市所
寺观名场市

寺观名

场市所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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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 占比例

乾隆

时期
15 场

王家 谭家

邹家 曾家
27% 双庙 张庙 13%

乾隆《达州志》

卷一

《乡镇》

嘉庆

时期
50 场

王家 马家

胡家
6%

下八庙 罗龙观

白马庙 双庙 上

八庙 石庙 普光

寺

14% 嘉庆《东乡县志》

光绪

时期
50 场

王家 马家

胡家
6%

下八庙 罗龙观

白马庙 双庙 上

八庙 石庙 普光

寺 五官殿

16% 光绪《东乡县志》

民国

时期
62 场

王家 马家

胡家
5%

下八庙 罗龙观

白马庙 双庙 上

八庙 老君塘 老

君 土主庙 普光

寺

15%

民国《宣汉县志》

卷

二《场市》

注: 表中场市未含县城之市场，如民国时期，县城有东、西、南、北门四市场

表 13 万源县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寺庙数 分布场市名 寺庙数 分布场市名

31 县城周围 6 固军 三溪口 魏家 草坝 田坝河

18 大竹河场 5 石塘坝 黄钟 罗文

13 竹峪场 4 板桥

11 白沙场 3 官渡 梨树 龙凤 长坝

10 旧院场 2 白羊 庙娅 河口 双龙 青花 大沙 王家

8 关坝 1 下溪口 兴隆 曾家

7 井溪场、铁矿场

注: 据民国《万源县志》卷二《祠庙》整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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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江津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寺庙数 分布场市名 寺庙数 分布场市名

38 县城周围 9 永兴 仁沱

25 黄泥 8 双河（二守镇）四明

24 白沙 7 观胜 转龙 吴滩

17 清平 6 德感 长冲 稿子 双龙 石门

16 杜市 5 五福 马骡 东胜 太平埂 龙门潭

15 石蟆 4 西湖 板桥 旺龙 石盘 兴隆 金龙

14 先峰、三合 3 中兴 临峰 接龙 贾嗣 关圣 真武 双龙（十全）大娅

13 游溪 2 九龙 福寿 沙埂 六合 金刚 昆那 太和 金银 悦来

11 金紫 朱沱 万福 1 滴水 永峰 自漩 周扬 吴市 三圣 几子 凤仪 紫云

10 珞潢

注: 据民国十三年《江津县志》卷四《寺观》整理

表 15 长寿县寺庙与场市关系表

寺庙数 分布场市名 寺庙数 分布场市名

20 石堰 9 县城周围 千佛 沙溪 复元 罗围 海棠

17 傅何 8 太平 焦家 称砣 合兴

16 万顺 葛兰 7 但渡隣封 梓潼

15 河街 云台 6 古佛 扇沱 仁和 云山 永顺

13 晏家 双龙 5 深溪 九龙 松柏

12 渡舟 普子 兴隆 4 升平 复兴 黄葛 双河 青云

11 新市 八颗 3 天台

注: 1．据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二《庙宇》整理统计。2．长寿县场市所建寺庙，最少是 3 处

据民国《宣汉县志·营建》记载，宣汉在民国时共有 62 场(县城四市场除外)，明确记录利用宗族力量创建的有 9场;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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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由某人或几人联合倡建。笔者认为，在这些人背后，应该有宗族的支撑。

表 16 宣汉宗族建场统计表

场市名 创建时间 倡建宗族（姓氏）

三河场 光绪二十七年 彭、龙、张数姓

赤溪寺 道光年间 丁、陈、杨、石四姓

罗龙观 嘉庆二年 罗氏兄弟

月溪寺 民国五年 文、党、唐三姓

漆树沟 乾隆年间 黄、唐二姓

峡口场 乾隆年间 奚、杜、黄、彭四姓

双庙场 明中叶 向姓

暇耙场 乾隆初 宋、吴二姓

官渡场 明代 金、蔚二姓

南复兴场 嘉庆中 廖学纯、万紫春

豆城寨场 同治四年 邓之藩

方斗场 光绪元年 王锡之、寇初延

胡家场 乾隆十三年 赵思一*

马渡关 乾隆初 于思藻

隘口场 道光二十八年 欧绍堂

双凤场 民国九年 冯忠曲、周定芝

鸣鼓场 道光年间 何体文

沿山场

道光初 冯学古

光绪年间（复建） 曹回禄、唐世诗、任玉山

三溪口场 清初 罗仕儒、张在禅

池溪场 乾隆初 柯道学、张凤元

十字溪场 光绪二十七年 庞凤楼、文化山

铁矿坝场 同治元年 何得贤

土主庙场 同治年间 杨子容、李良轩

注: 此表据民国《宣汉县志》卷二《营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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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反映，有一姓之力建场者，有几姓联合建者。而署名建场者，一般任族长者较多，或者亦是依靠宗族力量。利用宗族

力量建立场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利用宗族既有的祖先祭祀活动之资源，二是利用宗族组织资源，便于组织财力和人

口资源，即借用宗族的号召力。表 16 中，宗族力量建场有 23 场，而在乾隆及嘉庆年间建有 8 场，计占 34．8%以上，比例非常

高。巴中同乐乡曾有“孙家老子陈家娘，共同修起同乐场”
［17］890

之说。孙、陈两家族力量，共同修起了同乐场，也说明了家族

力量在场市建立中的积极作用。这也正好与移民的高峰期和移民后裔生长期相一致。市场的开设，也有例外于寺庙之地者，如

《定远厅志》记:“山民贸易，定期赶场，有在山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者，名曰荒场。”
［10］卷 5《地理志·苗俗》

四、巴渝场市特征

从上述分析可得出巴渝场市如下特征:

第一，在康熙、乾隆时期，处于场市建置高峰期。表 2 反映，永川场市在康熙时建置占 22．9%，而在康、雍、乾三朝达 34．3%。

表 3 反映，大足场市在康熙时占 15．6%，而在康、雍、乾时期达 28．1%。表 4 宣汉、表 5 达县则更明显，在乾隆时期分别达 28．3%

和 24．7%，若将顺、康、雍、乾合计，则分别为 38．3%和 31%。上述四县，在康、乾时期，新建场市都达到或接近 30%。表 2、

表 3 反映两县场市有较多不明建立时间者，这些多为老场镇，建立时间比较早。如永川的太安场、石庙场、五间铺等都是有 100

多家贸易户的大场，但都不明何时创建。表 6 反映巴县在乾隆十六年前，各乡里已有 120 处场市，而在同治时期，仍为 120 多

处。因此，可以说巴县在康乾时期建置场市达到高峰时期，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第二，巴渝地区，西部、东部的场市建立，有一定差异，西部在康熙时期为高峰，东部在乾隆时期为高峰。表 2、表 3反映，

两县在康熙时期比例高于乾隆时期;而表 4、表 5 反映，两县在乾隆时期建置数量远高于康熙时期。这可能跟宣汉、达县为山地、

丘陵地区有关。

第三，各场市都有一定寺庙相伴。寺庙成了场市建立、繁华的文化引力，为场市建立提供了空间条件。大足县的弥陀场，

“在县东十五里”，有“会馆二，曰惠民宫，曰江西庙，寺庙一曰弥陀寺”。回龙场，“在县东北四十里”，“街一，旧有会

馆一，曰惠民宫，寺庙四，曰关爷庙，曰回龙寺，曰神农庙，曰机仙庙”。雍溪场，“在县东北八十五里”，有“会馆二，曰

川主庙，曰禹王宫，寺庙三，曰文昌宫，曰甕溪庙，曰关岳庙”。三溪镇，“在县南六十里”，有“会馆四，曰南华宫，曰禹

王宫，曰惠民宫，曰万寿宫。寺庙六，曰文昌宫，曰东岳庙，曰观音阁，曰牛王寺，曰五爷庙，曰关圣庙”。在一处场市，贸

易户多，特别是所建会馆、寺庙多，都是文化、经济发达之所。会馆的修建，也是大量移民进入和经济繁荣的表现。

第四，巴渝场市的建立，与家族紧密相关。

移民人口的增加，是建立场市的基础。宗族的力量，则是建立场市的组织资源、人力条件。在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巴渝

地区的场市相继建立了起来。而场市的形成，相应就构成了移民的经济活动圈，使移民与该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增强了

移民的地域认同。家族力量在场市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寺庙活动与场市经济结合，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实现了交流。不同之地的习俗，相互受到一些影响，一些

具有巴渝和移民社会特点的风俗渐渐衍生，这有利于族群的文化认同，有利于族群的融合。市场圈或经济圈的形成，有助于移

民的本土化。市场圈的成熟，亦成为移民社会转向本土社会完成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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