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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人遗迹保护与开发对策

!!!以清朝张鹏翮遗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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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清官和治河名臣张鹏翮为例#探讨历史文化名人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对策$ 张

鹏翮留存在川渝地区的历史文化遗迹主要有位于蓬溪县两河口的张鹏翮出生地和张氏祠堂#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小

东街的张鹏翮府第御书楼#位于重庆市潼南县庆元山的张鹏翮墓地和张公祠等$ 保护与开发张鹏翮在川渝地区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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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 ;>>F$;>??年全国第 E 次文物普查工作

的进一步展开# 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发展旅游经济的需

要# 各地各级政府和旅游开发机构更加重视对历史古

迹类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 如何做到把保护历史古迹

与挖掘历史文化底蕴& 开发历史古迹类旅游资源有机

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特色发展&协调发展&综合发展从

而最终实现科学发展# 这是摆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与开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更是各级地方

政府职能部门在做旅游开发规划与可行性论证时必须

关注的问题%本文即以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清官和治

河名臣张鹏翮为例# 探讨历史文化名人遗迹的保护与

开发对策%

一$张鹏翮在川渝地区遗迹留存状况

!一"张鹏翮简介

张鹏翮!?<DG$?F;="#字运青#号宽宇#四川遂宁

人% 康熙九年!?<F>"进士#选庶吉士#由刑部主事累官

至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是康熙&雍正两朝

著名的清官和治河名臣# 也是清朝四川籍 E个大学士

中为官时间最久&官位最高&官声最好的一个!H?I?=

%雍正

帝在'御制二次祭张文端文(中称赞张鹏翮)宣劳五十

余载#精百一心*历转二十余官#靖供尔位+

H;I卷四?><

%在长

达 ==年的仕宦生涯中#张鹏翮在全国各地留下了不少

遗迹&遗物#如四川成都青羊宫独角铜羊&江苏高邮铁

犀&江苏学政署楹联&陕西费县双忠祠题诗&河南武侯

祠)宁远楼+匾额&泰山岱庙题诗等等*作为清朝四川籍

官员#张鹏翮在川渝地区留存下来的遗迹遗墨最多&保

存最完整&也最具有开发价值%

据'清史稿(

H;I

&民国本'遂宁县志(及民国本'遂宁

张氏族谱(

"等官私史料记载#张鹏翮祖籍湖北麻城#明

朝洪武二年 !?E<G年"# 张氏在其入川始祖张万带领

下#迁居四川省遂宁县慧云山!即黑柏沟#今四川省蓬

溪县任隆镇大樟树湾村"#至张鹏翮已经传到第 G代#

%

随着子孙繁衍#张氏居地不断扩展#形成了大樟树湾和

两河口 !今四川省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 两大支派%

?<DG年#张鹏翮出生在两河口% 张鹏翮入仕为官后#除

了祖居地两河口外# 还在今天遂宁市船山区小东街建

造府第$$$御书楼% 御书楼距离两河口旧宅有八公里

左右% 张鹏翮子孙繁衍#其中不乏有作为的后生% 据蓬

溪县政协办公室的统计#遂宁张氏一门自入川以来#先

后)中进士 =人&举人 ?=人&贡生 ?J人#为官者F<人*

其族人中被选入'中国通史(?人#被选入'辞海(;人#

被选入'清史稿(E 人#被选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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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载诸史册众人里面%以张鹏翮及其四世孙&活动

于清朝乾嘉年间!#)'*'$+!" 年"的性灵派诗人张问

陶影响最为深远!

$ 遂宁张氏家族%是一个从明清至今

天谱系完整%科举&吏治&文学&书画艺术等方面影响深

远的大家族%对该家族的综合研究%对于地方历史文化

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历史古迹类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

家族文化传承等方面均具有价值$

!二"张鹏翮在川渝地区遗迹留存状况

就目前学界研究现状看% 对张问陶的研究已经走

在前面%相比之下%对带领遂宁张氏家族走向顶峰的张

鹏翮的研究相对滞后% 更谈不上对张氏家族的整体研

究了$ 对遂宁张氏在全国特别是在川渝地区的历史遗

迹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是保护与开发历史名人资

源的基础工作$有鉴于此%笔者于 !""+年 +月 $)日至

!'日%前往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重庆市潼南县等地

对遂宁张氏的遗迹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 重点调查了

张鹏翮故居&张氏祠堂及张鹏翮墓地等遗迹$在调查过

程中发现% 张鹏翮在川渝地区除了这些基本的遗迹留

存外%他遗留下来的诗文楹联碑记碑刻等尚多%又进行

了较长时间的文献搜集和遗迹调查$据笔者调查%张氏

在川渝地区的遗迹留存情况如下$

$,张鹏翮出生地两河口

两河口是蓬溪县金桥乡翰林村的旧称$ 翰林村是

张鹏翮及张氏家族保留遗迹最多的地方% 张鹏翮后人

张清廉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张氏祠堂&张氏墓群$

张氏祠堂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年"%现在仅存

残破不堪的两间半正厅建筑%经 !%%+ 年(-)#!#大地

震%更加颓败$ 解放后%政府将张氏祠堂其中的一间分

配给张氏后人张清友居住%余下两间!其中一间已坍塌

仅剩半间了"一度作为翰林村村委会办公处%因为太破

旧%村委会早已搬离此地$ 张氏祠堂虽然在 !%%-年即

已列为蓬溪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加之村

民张清友申请建造住宅用地不果% 张清友便自主购买

砖瓦建材%准备直接拆毁祠堂建造住宅$我们与村里接

待的同志交流时指出%拆毁文物保护建筑物%是违法事

件%希望有关部门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在翰林村%我们还见到了民国本*遂宁张氏家乘+

!即通常所指*遂宁张氏族谱+"及张鹏翮曾祖父张惠&

祖父张应礼及母亲景太夫人的画像%*遂宁张氏家乘+

共 +卷 .册% 谱中详细记载了张氏自张万以来世系传

承% 张氏家族中有名望者的艺文作品& 封赠祭祀荣典

等%其中卷首有张鹏翮作于雍正三年!$)!-年"的(序#

一篇$ 该(家乘#是研究遂宁张氏家族兴衰的重要史料

之一%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胡传淮先生已有专文论

述"

$ 张鹏翮曾祖父张惠&祖父张应礼和母亲景太夫人

的坟墓就在张氏祠堂背后数十米处双相山南坡% 三座

坟茔保存完好%碑文斑驳但字迹依稀可辨%幸有张清廉

先生早年录下的碑文%得以准确了解内容$张鹏翮之嫡

孙张勤望及岳& 杨二夫人墓在距离祠堂西边约 -""米

处的人性山山坡上$在人性山右侧的月亮坪%有张问安

夫妇&张问陶&张问莱夫妇的墓群%这些遗迹%是研究以

张鹏翮为首的遂宁张氏家族史的重要资料$

!,张鹏翮府第'''御书楼

张鹏翮府第(御书楼#在今天的遂宁市船山区小东

街$ 据记载% 该楼兴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其南至顺南

街%北至大东街%东至凯旋路!原城墙处"%西至小东街

背后%整个府第的建筑面积达到 $"""余平方米$ #(御

书楼#三字是张鹏翮去世后%雍正帝亲自书写赐赠%此

即张鹏翮府第得名之由$ (御书楼面向大东街%双檐宫

殿式%上下两层为砖木结构%屋顶盖琉璃筒瓦$ 楼上空

间约 '""多平方米%中央是神像%两旁分立,肃静回避%

清代名臣&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治水专家-各两块

牌%共计 $!块流动木牌$ 大楼右边存放,船山诗草-&,亥

百诗草-木刻板千多块$ 大楼左边存放着书柜&书籍%内

装文物字画以及宰相当年殿试卷的红绸复制品$大楼屋

檐下立着雍正帝书写的三个正楷大字,御书楼-%黑底黄

字%刻在长方形木匾上%很是引人注目$ 在厅房对面%有

一块雍正赋诗的碑亭子$ 碑旁是大路%向右拐有一通道

直达小东街大门$#($/'.年农历 /月 $'日晚%由于大东

街何元泰纸铺不慎失火%御书楼一夜之间被无情的大火

焚烧化为废墟%楼中的文物古迹%无一幸存$ #

&.(现在御书

楼旧址兴建商业街%尚存(御书巷#之名$

',张鹏翮墓地

据史料记载% 张鹏翮及其父亲张?的坟墓位于四

川省遂宁县庆元山 !今重庆市潼南县小渡乡月山村"$

!""+年 +月 !!日%我辗转来到张鹏翮墓地%在张氏后

人的带领和指认下%终于找到了张鹏翮墓$此墓是泥土

堆顶%比常人的坟墓略大%墓前有石碑一通%石碑已被

推倒%碑前杂草丛生%高过一人$碑文依稀可见%但因墓

碑下半部风化严重%有些碑文已经不可识读了$坟墓被

掘毁%现在坟墓上还有两个盗墓者留下的大坑$据张氏

后人回忆% 最近十多年张鹏翮的坟墓已经被盗掘三四

次了%也无从禁绝$

.,张氏祠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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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鹏翮在"遂宁张氏族谱#序$中说!始祖张万洪

武二年己酉%$%"&年&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白獭河

绿柳村迁往四川省遂宁县黑白沟' 卒葬黑白沟大樟树

湾( 此即张氏入川第一居住地到大樟树湾村张鹏翮祖

居地(遂宁张氏自始祖张万举家迁居遂宁'至明末已经

有族人万余!

( 随着历史的变迁'仅张鹏翮后人至今在

遂宁市)蓬溪县)重庆市潼南县等地还有千余人( 遂宁

张氏传到张鹏翮时为家族最鼎盛的时期' 张氏祠堂也

集中兴建于张鹏翮时期(

据记载'遂宁张氏有三处祠堂!始祖祠%上祠堂&位

于大槐树湾村'祭祀入川始祖张万( '月 ()日'我们到

大槐树湾村调查'据村里的张氏后人介绍'原来这里有

始祖祠和始祖坟'均毁于*文革+时期'现在除了部分老

人尚能指认始祖坟旧址及始祖祠旧址外' 已经没有任

何遗迹可寻了( 张氏分祠%下祠堂&位于蓬溪县金桥乡

翰林村'兴建于康熙五十二年%*+*% 年&'目前尚存两

间半'已经颓败'亟待进行抢救性保护( 张氏后人手录

祠堂正堂阶楹柱联两幅' 一是 *感戴皇恩乐升平之未

艾'钦承祖德绵世系以无疆+'二是*天下三尊皆备'人

间五福俱全+

!

( 张公祠位于重庆市潼南县小度乡月山

村庆元山下祠堂湾'祭祀张鹏翮父子'祠堂*坐北朝南'

是一进两层的两个四合大院'建筑精美'有客厅和守墓

人的住所'现大部分房屋已拆除+

,-.&/*0

'因年久失修'已

经颓废不可认了(

二!张鹏翮在川渝地区遗迹保护与开发对策

%一&遗迹保护与开发的现状

将历史文化名人遗迹的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在保

护前提下合理开发'是历史遗迹开发的基本原则(目前

张鹏翮及遂宁张氏家族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

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重庆市潼南县

政府于 1))'年 $)月 "日下文' 将张鹏翮墓地列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主要内容分为重点保护范围%距坟

墓四周 $-!!)米内&)一般保护范围%距坟墓四周 !-!%)

米内&和建设控制用地%距坟墓四周 ")!$))米内&'文

件强调'*重点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

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一般保护范围和建设控

制地带内' 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

施' 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

活动+

"

'这就为保护张鹏翮墓地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

蓬溪县政协办公室 !))'年向上级部门建议'将张

鹏翮祖居地)张氏祠堂列入蓬溪*十二五+发展规划'积

极予以保护和开发,%.

(该*建议+提出了对遂宁张氏家族

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 "大理由和 2项建议( "

大理由包括张氏家族人士影响深远) 张氏文化遗迹保

存较好)张氏故居特有自然景观)附近风景可以连片开

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等-2项开发建议措施包

括整理)提炼)挖掘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合理规划布

局)分步分项开发等(

这些举措说明地方政府已经把 *历史文化资源的

保护与开发+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思考问题'

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也可看到'无论是蓬溪县的*建

议+'还是潼南县的*通知+'都立足于本县域范围规划

发展'而从张鹏翮及张氏家族资源分布特点来看'则涉

及四川)重庆两省%市&三地%遂宁)蓬溪)潼南&区域'如

果按照县域发展规划' 势必要割裂遂宁张氏历史文化

资源的完整性'影响到整体保护与开发的效果( 因此'

如何来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张鹏翮及其家族所形成

的丰厚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

业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二&遗迹保护与开发的理念

笔者认为' 开发张鹏翮及张氏家族历史文化资源

需要明确以下理念(第一'对张鹏翮及张氏家族历史文

化旅游资源进行整体开发( 即不仅仅是开发与张鹏翮

有直接关系的资源'更要扩展到张鹏翮家族资源-不仅

着眼于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开发' 更要注重地方

经济文化整体发展目标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相结

合' 让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性开发成为地方经济文化发

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常态目标(第二'对区域内历史文

化旅游资源进行协调开发( 即不能搞各个地方各自为

政'而是要相互协调共同规划)共同开发( 张鹏翮及张

氏家族遗存'集中分布在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及重庆

市潼南县'三地开发要协调一致'虽然将来涉及到三地

旅游开发规划与管理权属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三

地地方政府的协调' 形成张氏家族旅游开发资源共享

平台(同时'开发张氏家族特别是张鹏翮及张问陶等主

要历史名人资源的时候' 还要注重与其他历史文化资

源开发相协调(即旅游开发与遗迹保护一致'张氏家族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内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协

调发展'形成规模开发优势'又不失各自特点(第三'对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 即开发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 让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为地方经济社会进步

提供支持和载体,".

'让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转化成经济社

会发展的软实力和地域优势(

%三&遗迹保护与开发的对策

*3+



!"#$年 $%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张鹏翮在川渝地区的遗迹# 亟待加强保护的有蓬

溪县任隆镇大樟树湾村张鹏翮祖居地$ 蓬溪县金桥乡

翰林村张氏祠堂$ 重庆市潼南县小度乡月山村张鹏翮

墓及张公祠# 有待修复的有遂宁市小东街张鹏翮御书

楼% 具体保护与开发对策如下%

$&整体开发与突出亮点结合

遂宁张氏家族是一个从明初繁衍至今的巴蜀地区

大家族# 应该从家族整体发展角度来思考对张氏家族

遗迹遗墨等资源进行开发# 要始终抓住特点# 突出亮

点% 在张氏家族中有两个代表性人物#即清官$治河名

臣张鹏翮与性灵派诗人后期代表张问陶% 对遂宁张氏

遗迹做整体开发设计时# 将其置于整个西部社会经济

发展大背景下#要以张鹏翮与张问陶!研究张问陶不是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此不赘言"为重点% 目前对张问陶

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但对于张鹏翮的研究还显得薄

弱# 这是在遗迹保护和开发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因

此# 可以通过对张鹏翮在川渝地区遗迹的调查整理和

研究#逐步完善与张鹏翮有关的历史文献$文物的复原

以及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形成整体开发格局%

旅游开发的关键是选择好供开发的旅游目的地#

&只有建成旅游目的地# 才能充分发挥旅游链动作用#

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

#对于张鹏翮遗迹

的旅游开发#重点开发项目锁定张鹏翮出生地$张鹏翮

墓地和遂宁市御书楼三个目的地% 张鹏翮出生地以修

复张氏祠堂$张氏墓园景观为重点%张鹏翮墓地以修缮

张鹏翮及其父亲张?墓地为重点#恢复修建张公祠%遂

宁御书楼可以根据文献记载#按照原有样式重建%以张

鹏翮出生地$ 墓地和故居为依托# 将张鹏翮题诗题联

处$幼年活动场所等地一并纳入开发范围#并将张氏家

族其他成员遗迹遗物纳入开发范围# 从而形成综合开

发格局',)

%

!&协调开发与资源重组结合'+)

协调开发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在要求# 旅游开发

在区域旅游合作前提下&走整合营销之路#从旅游者要

求出发#通过综合协调#发挥协同作用和互补作用#实

现旅游交通无障碍$服务无障碍$投诉无障碍及资源共

享$市场共享$品牌共享$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共享#达

到发挥整体效益的目的'

'#%)((

% 综合规划张鹏翮在川渝

地区遗留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形成联合开发优势效

应%遂宁$蓬溪$潼南正处于成渝经济区的左翼#属于成

渝经济区第一幅射范围# 该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 该区域内的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是历史名人资

源#除了遂宁张氏外#还有位于遂宁境内的唐人陈子昂

!射洪县境内"$重庆潼南县境内的杨尚昆主席陵园等#

可以打造名人故里旅游项目)二是以佛教建筑$石刻等

构成的古建筑资源# 包括遂宁的观音故里$ 宝梵寺壁

画$灵泉寺$广德寺#蓬溪的白塔禅院$高峰山道观#潼

南的大佛寺等#构成了古建筑$雕刻及佛教文化旅游项

目)三是遂宁的赤城湖$遂宁八景等自然景观#川渝古

镇民族风情景点开发#形成多层级旅游文化特色'##)

% 本

区域还可与周边的重庆$南充$成都$自贡等地旅游业

相连#成为西部旅游开发的重要一环'#!)

% 这将有利于川

渝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协调开发与资源重组 '#-)

#

&有利于打破区域壁垒#整合区域资源#统筹区域发展#

提升区域综合竞争能力'

'#.)($

%

-&保护遗迹与旅游开发相结合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应有之

义% 李富强指出(&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是在全球化趋势

日益强劲的背景下开展的'#而全球化过程中的同质化

趋势 &正无情地消蚀着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因此#

&保护$弘扬民族文化势在必行'

'$/)$+-0#+.

% 进行历史文化

名人资源开发研究中#同样要&保护'与&弘扬'并举#进

行保护性开发% 保护性开发指依据资源分布状况准确

定位历史文化名人#在充分研究和论证基础上#进行必

要的复原和重构#是在尊重历史真实前提下的开发%对

张鹏翮出生地$故居和墓地等遗迹的开发#弄清楚这些

遗迹的真实历史面貌是前提# 对于损毁部分进行技术

修复#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来规划旅游开发项目# 避免为了经济利益和旅游开发

利益#而做出损害历史名人遗迹的行为%

张鹏翮在川渝地区的遗迹还不止以上提到的这

些#如张鹏翮在川渝地区还有大量的题诗$题联$碑铭$

题记等#多数题诗碑刻或楹联的原件都不复存在#但所

题诗联碑记的内容#公私文献资料多有记载%这部分历

史由于存续形态的改变#已经超过了&遗迹'的范畴#故

略而不谈) 但要全面研究张鹏翮# 这部分研究却不可

少#只好另文论述了%

注释!

!朱彭寿!旧典备征"第 !"页#汉大学士$条记载%&四川

三人%井研胡世安'秘书院( 遂宁张鹏翮'武英殿) 华阳卓秉

恬'武英殿) $*北京%中华书局+!#$%,按%此处记载不准确+张

鹏翮雍正二年加文化殿大学士+非武英殿大学士+见!清世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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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卷四第 !"页"#清$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十一%大学士

谥文端张公传!以及民国本%遂宁县志!"%遂宁张氏族谱!等&

!张祟阶等'遂宁张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刻本&

"按民国本%遂宁张氏族谱!记载'张氏世系(张万)张永

成)张赞)张福睽)张尚威)张惠)张应礼)张?)张鹏翮&

#张问陶#&'(%)&)&% 年$'字仲冶'号船山"柳门'乾隆

五十五年#&'!*$进士& %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记载(*#张

问陶$由检讨累官至莱州知府&以病辞归'侨居苏州&工书画'

著有%船山诗草!& +传见%清史稿!卷 %)"%文苑传二!"民国%遂

宁县志!卷 %%乡宦!"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蔡冠洛%清代七

百名人传!等&

$胡传淮'%遂宁张氏族谱!初探'见%蓬溪文史资料!#第

+*辑$&

%潼南县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长滩四知堂等 $"处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及加强管理保护的

通知!#$**)年 &*月 (日$'张鹏翮墓列第 &'项&见潼南县人

民政府网)政府信息)政府公文 ,-../012.345647894532:;<<2

3=>?2@**!A!2$!B##(@4?-.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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