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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早认识长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是作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四川省民间民俗文化调查团成员来长宁采风的，呆的时间不很
长，然而，这片神奇的土地从此就如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也许，分明就是一种缘，2005年我有幸来到长宁工作，与这块土地同呼吸、共命运。
从而，也让我有了亲近、接触长宁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的机会。
　　长宁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商代。
战国时长宁县境域为巴国地；秦时，属巴郡。
越千年，唐久视元年（700年），那位中国历史上最具魄力、最具风情的女人，医治好了自己的眼疾，
改元久视，且在蜀南最远建制了“羁縻长宁州”和“羁縻淯州”。
从此，这块土地上的山山水水、芸芸众生与那水做的骨肉，与那秀美、温婉、百媚交柔而又蕴涵着坚
忍果决、百折不回的女人有了必然的联系，有了风情万种，万种风情。
有宋，长宁建制为军，扼控蜀南并滇黔之地。
明时的长宁，凤凰涅槃般成为川南文明的翘楚。
清末民初，风云激荡，长宁未曾寂寞，扬名于蜀地，有名于中华。
　　秀水长宁，风华魅力，可点者广。
一日山川形胜，二日资源富集，三日天之独厚。
民国时蜀中名流梁正麟所作《长歌行?咏县城诸山》诗可以为据——“县执诸山，苍翠秀拔，不可名状
。
使置之通都大邑，无论何山，皆足以当名胜。
僻在偏隅，人莫之知，是可叹也。
诗以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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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会淹没许多东西，也会让我们发现许多东西。
如何让世人认识长宁、亲近长宁，并支持帮助长宁，无疑是中共长宁县委和长宁县人民政府的责任，
也是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人的梦想。
我们蒙中共长宁县委和长宁县人民政府信任，担任《风情竹海 秀水长宁》一书编著工作，当是尽心尽
责。
但于我们而言，表达或者说叙述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难于处理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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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中祥符七年（1012年）宋真宗时期，晏州多刚县（今梅硐多刚漕一带）少数民族首领斗望劫泸
州，烧淯井监，杀官吏。
临汝人梓州路转运使寇城击败斗望，斗望及清水诸村首领赴监表示愿意以死换取和平，永不为寇。
寇瑊等人宽恕了斗望等，寇瑊上书朝廷：夷人宁息，请置淯监壕栅并允许附近的夷人进入交易。
由此蜀南少了血腥和暴力，有了一个暂时的和平。
　　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宋仁宗时期，在上晏江与淯溪交汇处置三江寨，后改为宁远寨。
熙宁六年、七年（1073年、1074年），宋神宗时期，相继置安夷寨（今长宁县长宁镇）、武宁寨（今
长宁县龙头镇境内），驻军以镇压和安抚少数民族，保护盐利。
　　然而，由后蜀以后汉族政权管理蜀南少数民族的体制性因素所决定，朝廷委派的淯井监汉人官吏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往往带着民族偏见，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以致少数民族“叛服不常”，如此，要
想实现真正的长久安宁，通常很难。
熙宁七年（1074年），长宁、宁远以南势力最强的少数民族首领晏子挟持晏州山外六姓夷，企图进犯
淯井监，熊本受命平息。
熊本讨平晏子的叛乱后，长宁等十州八姓的少数民族皆归附于宋朝，置于淯井监管辖之下。
其时淯井监管辖的十个州为：巩州（今珙县南渡乡）、定州（今高县、筠连县间）、高州（今高县南
）、奉州（今珙县西南）、淯州（今长宁双河镇）、宋州（今兴文县中城镇）、纳州（今叙永西南）
、晏州（今兴文县晏阳镇）、投附州（今珙县附城乡）、长宁州（今长宁镇）。
　　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宋徽宗时期，置长宁军，属梓州路（治所在今三台县），升武宁寨为
县，军、县同治于武宁寨（今龙头镇江河村），并将淯井监和祥州庆符县清平寨划入长宁军以助军费
。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军治迁原洧井监，废武宁县为堡，长宁军仍辖十州，并领6个堡寨。
这六个堡寨为：梅硐寨（今长宁县梅硐镇）、清平寨、武宁寨、三江寨、安夷寨、石笋堡（今长宁县
富兴乡）。
嘉定四年（1211年），置安宁县（治所在今长宁镇），县属长宁军。
至此，长宁军境域东到安溪（今叙永、纳溪县地），南辖晏州、巩州、定州、投附州、筠州（今筠连
县地），并达今云南省楚雄、彝良等境域内，北抵长江南岸（今下场二码头一带），与绵水、南溪为
邻。
此时的长宁境域环地二千余里，辖十州、五十六县，这是长宁建制以来境域最大的时期。
　　由是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长宁于叙泸两间，入夷地一百二十里，外邻番夷，内接戎泸
，管盐置监，深介夷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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