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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GVANGJSIH BOUXCUENGH SWCIGIH

靖西县地名态
CINGSIH YEN DIMINZ CI

(内部资料)

靖西县人民政府地名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靖西县人民政府

靖政发(1 9 8 3)l 3 9号

关于印行《靖西县地名志》的通知

(不另行文)

各公社管委会、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

根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3 O 5号文件及自治区有关文件精

神，我县于l 9 8 1年成立了地名委员会及其办公室，随后进行历史

上第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整理出比较完整的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在

此基础上编写出《靖西县地名志》。．它反映了我县地理、历史，民族、

经济、文化状况，。是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工具书。现经县人民政府审

核，批准印行。
‘

今后各行各业凡使用我县地名时，必须以县地名志的标准地名为

准。并且，不经法定手续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篡改地名，乱改

地名的行为，．都将被视为非法和无效。

靖西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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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县地名志》是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布置，在本县地名普查成果资

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是一本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它以地名为中心，反映全县的历史，

地理、．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情况，为国家四化建设及个人交往使用标准化地名提供依

据。 ：
．

中共靖西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对本书编写工作非常重视，专门作了研究布置，

‘县政府领导分工副县长陈尚桓同志主管这一工作。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编写，1983

年2月开始，至10月完成初稿，1985年5月修改定稿。

本书共收录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地名3，508条。其中村级以上行政区划8 1 2条，自然村

(含圩)2，407条(自然村在当地壮语叫作“晚，，，习惯汉译为“屯")，街巷8 8条，片村

1 9条，边境地区废自然村1 8条，企事业单位9 1条，古迹，游览，纪念地及人工建筑物

‘4 O条，山、山口(坳、隘)，山洞，谷(鼻场)，河，泉，潭、湖，瀑布，漏斗、地片等

自然地理实体5 8 8条。本书从地名工作要求角度出发，对不是独立存在，没有方位意义的

地名，一般不收入，如驻新靖镇及各圩的县、乡，镇直属单位，大部分没有收入。

正文采取条目分述，每个条目基本内容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壮文(方言读音与标

准壮文不同的另括注方言)，方位、人口，别名、名称扼要含义。村以上政区并列地理特征，

辖属、户数和民族、现状概况。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及自然地理实体均写明其简况。

、一 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及更替，通过民间采访素材和查阅有关典籍资料，对有理有据者加

、以肯定，众说不一者，则取较合理的说法，所说不合理或根本无查考者则暂付阙如。

本书所标方位，乡、镇驻地以县城定，村驻地以乡，镇驻地定，其他则以村驻地定，均

用八方位制。距离用水平距离(即直线)。计量单位用平方公里，公里，平方米，米、亩，

市斤等。纪年用公元，或年号加注公元。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书内所用数字，无注

，明年份者，均系1 9 8 o年底数。

本书附有县行政区划图，乡，镇地名图，所标注的乡、镇、村界线，仅供读者了解行政

区划规模，不能以此作为划界依据。为便于查阅，除书前有目录外，书后附有首字笔划索引，

今古地名对照表，别名表。另附清代归顺州全图，州城图及有关沿革考证资料，以便读者考

据。我们还撰写了《靖西县地名成因探讨》，选辑《地名小故事》，让读者对本县地名形成

规律获得粗略的印象。还辑录土特产简介，便于了解地名简况中所提到的土特产情况。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本县各有关部门和各

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谨表谢意。

编写和刊印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加上许多有关资料现已

失传，不足或错误之处仍属难免，热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靖西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五月

‘广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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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县历代沿革简表 ．

朝代 公元纪年 隶 属 ．附 记

夏商周 前21世纪一前476年 百粤地属挖州南境 f

秦 前221一前207年 象 郡 地 郡治临尘，今崇左附近

汉初为句町国，汉武帝时

西汉 前206一公元25年 益州刺史部句町县地 灭，置句町县，县治今云

南省广南。

东汉 25—220年 交州刺史部句町县地

三国 22 1—265年 蜀国，兴古郡旬町县地

皿 265—420年 宁州兴古郡旬町县地 兴古郡郡治在今云南省文山日

南朝 420—58 1年 宁州兴古郡句町县地

隋 581—618年 南宁州总管府地， 总管府治所今云南省曲靖西北

贞元十二年(796)置安

德州，为安南都护府辖诸
安南都护府安德州(今 蛮州四十之一，都护府治

唐 6 18—907年 县西境)、邕管归顺州 今越南河内。归顺州初名

归淳，元和(806)后更名
(今县东境)

归顺，为邕管二十六个羁

麋州之一，邕管治所今南

宁市。

五代 907—960年 安德州，属南汉地 。

广南西路邕州辖羁麋地 州、峒并列，峒的范围较
宋 960一1279年 。诸州峒，境内有温弄

州、安德州、计峒、频峒 小o

h弘鼽扣露札僻～啦√臻，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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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县位于广西西南部，地处东经

105。567—106。487，北纬22。517—23。347之

间，南与越南交界，北与百色县，云南省

富宁县相连，西与那坡县毗邻，东与天等

县，大新县接壤，东北则紧靠德保县，是祖

国南部边陲重地。总面积3，331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557，941亩，森林面积1，152，765亩。

有91，818户，510，158人，其中I汉族3，006

人，苗族601人，回，瑶，京，布依、侗，

满，土家，毛难，黎，彝等少数民族共11 9

人，余为壮族(1982年人口普查数)。人口密度

150人／平方公里。农户85，374户，477，552

人，按农业人口每人平均有耕地1．17亩。全

县辖15个乡，6个镇，285个村(街)居民委

员会，五个街道居民委员会，有自然屯(村)

2，407个(其中圩集39个)。县人民政府驻新

靖镇(东经106。247，北纬23。087)，距南宁

市200公里。

靖西县历史悠久，从出土文物看，早在新

石器时期，已有先民开拓，逐渐形成部落。

夏，商，周三代为百越之地，属扬州南境。

秦为象郡地，两汉至隋各朝代均在旬町县管

辖范围。至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在西部设

置安德州，隶安南都护府，东部设置归顺

州，初名归淳，元和初(公元806年后)更

名归顺，隶于邕管羁麇州。宋为邕州管辖羁

凛地诸州峒之一部，县境内有温弄(又曾名

归化)州，安德闸．计峒，频峒。元设归顺

州、安德州及顺安垌、计峒。明初废归顺

州，弘治九年(1496年)复置归顺土州，州

治那签，即今旧州圩，初属镇安府，公元

1522年后直隶广西布政司。清顺治七年(公

元1650年)州治从那签迁计峒(即今县城>

复隶镇安府。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土

归流，废州官世袭为流官，光绪十二年(公

元1886年)改为归顺直隶州。公元1912年废

州设府，当时帝制已废，“归顺’’二字已不

适于时代，广西都督陆荣廷与县内士绅商

议，因原州城早就有“靖城节之说，又地处

省治南宁西部边陲，希望西陲边地长久平安，

遂废府设县，命名“靖西黟。1913年置靖西

县。1949年12月解放，设靖西县人民政府至

今。

靖西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七山三地一，

属碳酸盐岩构成的高原型岩溶山区，称靖西

岩溶高原。峰丛峰林遍布，其间点缀着串珠

状的圆形洼地，槽谷，阴阳河时出时没，有

峰峦重叠，绵延高耸的庞大山体，也有平地

拔起的弧山和矗立如林或相连如屏秀峰，千

姿百态的岩溶洞穴到处可见，景色秀丽，有

“小桂林”之称。谷地一般海拔在600—1，ooO

米之间，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山峰

为西部牛松坡东侧山峰(海拔1，455米)．，次

为吓孟山主峰(海拔1，402米)，再次为西

北部的平桥山(海拔l，379．3米)，最低为东南

部湖润镇逻水下游深切槽谷(海拔260米)。

境内有河溪长五公里、流量0．1秒立米以上的

地表河27条，地下河14条，分属左右两江河

系。属左江河系的主要地表河有难滩河，上

游为龙潭河和鹅泉河，纵贯县境中部，于十

九渡桥汇合后。经岳圩西侧流入越南境，其

次为东部的逻水，南部的坡豆河、龙邦河。

属右江河系的有北部的岜蒙河，那多河和照

阳河：境内耕地土壤，水田多属淹育性、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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