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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汉中市地名志》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二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

工具书，也是我市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名典籍。它的I'．-1世，，标志着

我市地名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从而消除了长期

以来由于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字多音、用字不当、含义不妥而

造成的地名书写和称谓上的混乱状况。

地名是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活动的产物。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我

们汉中市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有其灿

烂的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地名。通过《汉中市地名志》，我们可以很

好地研究地名的发展及其变化规律，并利用它提供的可靠地名资

料，为“四化"建设、国际交往、人民生活、文化交流服务，促进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广+《汉中市地名志》是根据一九八二年七月至一九A--年七月地

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经过精心考证、增补后，于一九八四年

六月着手编写，至一九八五年五月脱稿，一九八六年付梓。所列地

名，都从音、形、义等方面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全书分政区和居民

点名称、专业单位名称、人工建筑名称?名胜古迹名称、自然地理

实体名称及附录几个部分。共编入标准地名一千五百一十三条，其

中政区(含村委会、居委会)名称二百六十八条，自然村(含自然

镇)名称八百一十八条，街，巷、路九十条，行政(含区公所、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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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事业单位二百零八条，人工建筑六十八条，名胜古迹十五

条，自然地理实体四十六条。．另附有古、今地名图三十U-帧，插入

彩色、黑白照片六十六幅。这些地名、地图、照片，都从各个不同

角度，反映了我市地名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的基本状况，对

军事、政治、经济、交通、邮电、广播、新闻、出版、测绘，科

研、文教、民政、外事、旅游等部门，都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是一

本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为了加强地名的科学管理，避免再度出现地名上的混乱状态，

今后，凡各地、各部门使用地名时，都得与《汉中市地名志》的标

准名称相一致。凡市内的街、巷、路、村、桥及重要的自然地理实

体等需命名、更名时，得按国务院关于地名管理的有关权限上报审

批后，方能生效。

查阅、使用《汉中市地名志》时，尚须注意：志内所用。距

离”，系直线距离；所用各种数据，除注明有其他年代者外，均系

一九八三年年报数；所绘制的地名图，其行政区划界线，未经实

测，不作划界依据。

《汉中市地名志》尽管在编纂过程中，经过各级审核，多方考

证，内容翔实，但由于我们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难免有

舛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地名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牟全录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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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概况

一、概 述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盆地中部，汉水上游．东邻城

固县，南隔汉水与南郑县相望，西界褒河与勉县相邻，北与留坝县

接壤．地处北纬33。027—33。227，东经1 06‘51 7一l 07。l 07之间．南

北长约三十七公里，东西宽约二十三公里，总面积五百三十八点六

平方公里．城区设城关镇。镇下设东大街、汉中路、中山街、东关

四个街道办事处，四十五个居委会．农村设褒河、铺镇、武乡三个

区。区下设汉水、石马、沙沿、梧凤、龙江、赵寨、新沟桥、宗营、

张寨、褒河、天台、金华、七里、新民、铺镇、新铺、望江、老

君、赵庄、金寨、武乡、白庙、汉王、徐家坡二十四个乡(石马、

汉水为市直属乡)，二百一十七个村民委员会，一千五百五十三个

村民小组，十万零六千零一十四户，四十一万五千零三十人．其中

男二十一万六千九百零九人；女十九万八千五百二十人．非农业人

口十五万一千七百二十五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六．以

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满、壮、蒙、苗、藏、彝、侗、白、

土、畲、朝鲜、土家等十三个，计四千二百三十多人，其中回族三

千八百七十多人。全市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七百七十人．平川地区

最为密集，每平方公里达千人以上。

市政府驻地城关镇，系汉中地委、汉中地区行署所在地．为汉

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科研中心．与省政府驻地西安直
k!广

{ ；



线距离二百二十五公里，铁路里程(经阳平关、宝鸡至西安)五百

六十一公里．

汉中以汉水和汉山而得名．据《汉中府志》载： “郡临汉水之

阳，南面汉山，故名汉中’’．秦始置汉中郡。据《史记·秦本记》

载： “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攻楚汉中，取地

六百里，置汉中郡”．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六八七年)，始置南郑

县(汉中市的前身)。其来历：郑桓公(公元前七七一年)死于犬

戎，其民南徙汉中，故名南郑(原郑国之地在今陕西华县)。秦、

汉、三国、晋和南北朝前期仍袭之。北朝·西魏废帝时期(公元五

五二至五五三年)改称光义县。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六O五年)

废光义县，复改称南郑县。唐、五代、宋、元、明、清至中华民国

均以南郑县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汉中解放后，划县城和近郊

石马、汉水两乡为南郑市(原南郑县县治移至十八里铺，一九六一

年移至周家坪)，一九五四年改称汉中市，一九六四年改称汉中

县，一九AO年恢复原汉中市建制．

二、自然条件

汉中地势险要，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据《续

修南郑县志》载： “邑之形胜，巴山南环，险连蜀地，褒谷北控，

遥障秦川。中则平畴广衍，汉水中跨，航达郧襄，陆趋川陇，诚宜

领袖群邑，而雄镇山南”。刘邦开拓并延续数百年之久的汉代政

权，曾以汉中作为发祥之地。

汉中市位居汉中盆地中心，地势北高南低，以汉江向北呈阶地

升高，依次形成平坝、丘陵、山区三类地貌。平坝区：海拔四百八

十七至五百四十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为水稻、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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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油菜高产区。面积二百零二点六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百分之

三十七点六二；丘陵区：海拔五百四十一至七百米。沟梁相间，纵

向分布，红色亚粘土，系水早作物混合区。主产水稻、小麦、油菜

及玉米、红苕、豆类等杂粮作物。面积一百五十一点三五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山区：海拔七百零一至两千零三十

八米。系秦岭南麓山系。山陡沟狭，土薄林疏，为切割较深的秦岭

变质岩中山和低山。是汉中市的山货、林产基地。以产杂粮为主，

产部分水稻、小麦。面积为一百八十四点六五平方公里，占全市总

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八。
“

汉中市属亚热带。由于秦岭山地屏阻，寒潮不易侵入，气候温

和．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三年，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四点三度，一

月平均气温零下五点九度，七月平均气温三十三点一度，极端最高

气温三十七点五度(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二日)，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十点一度(一九五七年元月十四日)，年积温四千四百九十九点四

度，年日照一千七百八十七点三小时，年平均降水量八百七十点五

毫米．最多的年份一九八三年达一千四百六十二点八毫米，最少的

年份一九五九年只有六百二十一点一毫米。夏秋多雨，占全年总降

雨量的百分之七十五。早霜始于十一月中旬，晚霜终于三月中旬。平

均无霜期二百四十六天，最多二百六十九天，最少二百二十二天。

河流以汉江及其支流褒河为骨干。属长江水系。汉水在市境内

流长三十二公里，褒河在市境内流长二十七公里。，解放后新建水库

四十五座，总库容量一亿三千三百八十八万立方米．其中石门水库

库容量一亿零五百万立方米。加之石门水库东干渠、南干渠和六百

多眼机井及一百三十三处抽水机站等各种水利设施，水利资源丰



富，素有q小江南一之称。

全市森林面积，截止一九AO年为十三万六千七百多亩，其中

用材林十二万三千一百亩(含天然林六万二千五百亩，人工林五万

零六百亩)，防护林四千余亩，经济林一万五千四百亩，竹林四百

亩，薪炭林三千亩，特用林五百亩。加之二百五十万株的“四旁

树”复盖面积，全市林木复盖率为百分之十八。主要树种为松、

杉、栎、桦、漆、核桃、柑桔、棕榈、竹等。矿藏有石英岩、磷

矿、石灰岩，大理石岩、锰及沙金等。主要野生动物有黑熊、豹、

狐、雉、野猪等．

三、经济状况o、“ ●，● ’y’ v-

汉中市系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地辖市．建国以

来，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五亿二千一

百二十六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四亿四千三百三十三万元，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七千七百九十三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点九。解放前汉中市工业十分落后．

据中华民国十年纂辑《续修南郑县志》记载： “县之工业苦窳无可

讳言．如棉丝本属土产，乃输往四川制成绸缎布匹，转复售入。一

又云： “民国初年即有益汉火柴公司(驻址即现汉中市皮鞋厂)，尚

属工厂性质，当时系南郑唯一的一个工业工厂”．至解放前夕，汉

中市仅有米面加工厂、纸伞、笔墨、土纺、土织、竹器、棕箱、轧

花、榨油等几家小手工业和一个二百千瓦的发电厂以及三泰、利群

两个面粉厂，总共一百多名职工，一九四九年总产值仅六百四十六

万元．现在全市拥有电力、机械加工、采矿、电器、建材、纺织、

缝纫、缫丝、化工，制革、造纸，酿酒、食品加工、木材加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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