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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行《隆安县地名集》的通知

(不另行文)

地名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大问题；因此，地名工作

极为重要。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地名工作。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305号文件

和自治区地名文件指示精神，我县于一九八一年成立地名机构，组织人员，在全

县范围内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对历史遗下的混乱地名，摸清地名现状、历史沿革

和含义，解决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土俗(生僻)字，含义不妥，重名，无名及序

数名等，作了标准化处理，整理装订成册，经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印行。

《隆安县地名集》是一部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的标准化地名工具书，

是历史地名资料，今后各单位或个人在使用我县地名时，应以此书为准。

隆安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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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地名集》是根据国务院和上级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整理编写的。．它的出版，是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紧密配合，我县全体地名工作人员积极努力，艰

苦奋战的主要成果。

l 地名是地球上各种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在现代，地名已成为人们社会往来，国际

交往、政治活动以及生活和生产的主要工具，它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地名记载，是国家一切工

作使用地名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四化建设急需的完整而准确的地名资料。<隆安县地名集，是
鎏 我县有史以来民间积累地名遗产的总结，为编辑自治区和全国地名集，地名图和地名大辞典

：j提供可靠基础资料。

一} 《隆安县地名集，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印的。一九七九年冬，自治区在我县用22天

i时间搞过地名普查试点。去年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统一普开时，我县重新组织兵马，与各兄弟

。’县一样，从头做起I一九八一年九月下旬，县成立地名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抽调人员，

： 开始了地名普查工作。全体地名工作人员深入每个村屯和地理实体，依靠群众，调访知情老

1，，人，查碑文，找族谱，全面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十个多月时间的普查整理工作，基本做到

7j名实相符，同时做好标准化处理，结束了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状况。

i 《隆安县地名集》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内行政区划，自然村屯，自然地理

：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和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主

；要山峰、洞口、河溪、桥梁等(不含保密单位)i共收录地名1717条，其中一类地名1450条．

j，=类地名115条，三类地名39条，四类地名113条。属民族语地名的有1387条。按地名总

。{数选取5％的重要地名撰写文字材料概况94篇。新增地名272条，删掉原图上不复存在以及

，失去作用的地名11条。各地名的经纬度和35条废村仅作建卡造表，本集不作标出和收录。

i 因重名和含义不雅而更名的有新风，良兴两个大队和高畔自然村，原以序数命名而更名的有

i 浪湾华侨农场下属的10个生产队及那桐公社的都定村和丁当公社的珍珠村I更误地名有39

1 个自然村，原图错标的有5个大队、58个自然村，5个山岭及医院，航标，水库、河流各一
。 个。历用土俗(生僻)字地名有30个字(其中有三个虽不属土俗(生僻)字，但与名称的实际读

j 音不同亦列在内)，涉及到170条地名，由于。啼一及。觉靠二字在我县内使用较广(涉及地名79

条)而要求保留外，其余28个字(涉及地名91条)均作标准化处理。经收录的地名均分别造

表建卡，标图立文，除按规定上交自治区，地区及县自留各一份外，另从地名总数选取四分之

，一较重要地名(428条)建卡上报国务院。对比较突出和富有代表性的重要地名、著名纪念

2地，名胜古迹、土特产等并附有部份照片，使同志们阅文见照如亲临其境。

1 名称来历及含义部份，有文字记载给予肯定，民间流传又合乎形体者加以保留，并保留

；小故事，至于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记述，起建年代，有文字记载则以绝对数，传
i说各代按每代25年推算套用公元。壮语地名含义注释用。是筇、。为嚣，。指一．。即弦等字代之，

i例如。那桐一是田和梧桐树的音译转写，写作“那斗为田，。桐一指梧桐树。括号的壮文指当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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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各条地名概况栏引用数字均以1980年年报为准，其余为各有关专业部门提供；专业术语

按有关部门口径统一提法，所取标高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1／5万地形图统一标高。

在编排上，以公社为单位，先公社、驻地及所在大队，其余大队、自然村则按公社习惯

排列，其他地名按归类编排，为区分公社，大队和自然村，地名版面采用加括号注释法排

印。

：．：：凡经收录的泡名，均征求群众意见，经领导批准，’作了标准化处理。今后各部门使用地

名，要按此为准，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改变者，必须按管理权限手续办理。 一

本集编排形式，装贴为16开精装本，编排顺序为扉页、县人民政府颁发印行本集的通

知-‘前言，目录、县行政区划图，县概况，沿革及社，镇地名图、地名，卷尾为县有关地名

文件，更名地名，。生僻字更改、地名更误，地名机构名单、地名首字笔划检索和编后记。全

书共230个版面，约23万字。

隆安县地名委员会

1982年12月1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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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概况

隆安县地处桂西南、右江下游两岸，北靠平果县，东北与武鸣县毗邻，东南接南宁市郊

区那龙、潭洛两公社，西同天等、大新两县接壤，南跟崇左，扶绥=县相连。总面积二千二

百六十四平方公里，人口三十余万，其中壮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汉族占百分之三点二，瑶族

占百分之零点四，苗、京、毛难、侗，满，回，黎等族占百分之零点四(均是外来的干部职

工及其子女)。全县有十个公社，一个镇、一百二十八个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在城厢镇(东

经107041’，北纬23010’)，距离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一百公里。

隆安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就逐渐形成村落。夏朝时属于荆州，商朝时是象郡地，

汉朝时是玉林郡增食县地，三国时是吴国的玉林郡怀安县地，晋朝时是玉林郡增羽县地。宋、

齐、梁，陈时是晋兴郡增羽县地，隋朝时属玉林郡宣化县地，唐朝时属朗宁，思龙两县地，

五代时，还是朗宁、思龙两县地，宋朝时属宣化，如和两县地，宋仁宗景裙二年(公元1035

年)，属宣化县地，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属宣化、武缘两县地。明朝世宗嘉靖12

年四月(公元1533年4，5月间)，才从宣化县思龙乡的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

等八图(即今那桐，乔建两公社全部和南圩，雁江、小林、丁当，杨湾五公社各一部份)和西

乡的六、八两图(即今南圩、小林，丁当三公社各一部分)划出设立隆安县，属南宁府管辖。

清朝时，仍属南宁府管辖。民国初，改府为道，属南宁道管辖，后改道为区，属南宁区管辖。

解放前属龙州专员公署管辖。解放初属龙州专区管辖，现属南宁地区管辖。1959年1月至

1959年5月曾与武鸣县合并，初名武隆县，后改武鸣县。

明朝之所以增设隆安县，目的在于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统治。据t古今图书集成'

中的《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四百四十一卷“南宁府骨记载，现在隆安县城所在地的城厢镇，原

是宣化县的那久树，距离宣化县衙门(今南宁市)有一百八十多华里之遥。此处是西北各少数

民族(今百色、田东、田阳、靖西、德保，大新、天等一带>往南宁府的必经之路。各地盗贼

常在此骚扰抢劫。明朝初期，虽在驮演，那楼两地(即今雁江公社联隆，东义两大队)设立检

检站，但仍未能征治。明世宗嘉靖7年(公元1528年)，都御史王守仁(王阳明)奉命前往田州

(今田阳)平乱，逆水行船五天，到达今隆安县城所在地后，登高嘹望，感觉到此地离县治太

远，鞭长莫及，供需困难，便和当地绅士商议建县，并呈文奏请皇上，终于嘉靖12年(公元

1533年)建立隆安县。在王守仁向朝廷上疏中提议把新建立的隆安县划归田宁府管辖，后来

两广提督巡抚林富发现当地的人不愿归田宁，又奏请朝廷批准仍归南宁府管辖。

县名定为“隆安"，有兴隆发达，长治久安之意。

隆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右江自西北流向东南。地形可分为土岭，石山，矮丘陵三大

类。东北几乎是土岭，西南面与大新，崇左，扶绥县接界处的土岭属低山和高山丘陵地，石

山都分布在西南部，一般岩陡壁险，光秃少林，低丘陵地多分布于中部和东部。地形起伏缓

慢，总观好似一槽。大山脉主峰在海拔四百米以上，最高峰是西大明山，海拔1071．2米。森

林复盖率为28．2％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屏山、小林，雁江，南圩，乔建等五个公社人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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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少、交通不便、边远的大队。境内大小河流五十余条，均注入右江。隆安属于南亚热带气

候区，气温变化不大，湿润多雨，雨量集中，冰雪罕见，偶有严霜。年平均气温摄氏二十一

点七度，每年四至十月为高温季，月平均温度在二十二度以上，十一月至次年三月为冷季，

月平均温度在十三度以上。最热天气是在六至八月，最高温度达三十八点七度，最冷为一至

=月份，最低温度零下零点八度，年降雨量一千三百一十六点四毫米，一般五至十月为雨季，

月降雨量一百七十二点二毫米。

一境内物产资源丰富，品种繁多。其中以荔枝、板栗、金银花、白鸽、蛤蚧、圹角鱼、山

瑞等较为著名。荔枝产量居南宁地区首位。板栗一九八。年收购八千零八十九担，白鸽、蛤

蚧二圹角鱼，山瑞、金银花都是重要的出口物品，远销国内外。

经济以农业为主。按照国家作物地域分工，隆安农业归属桂西南粮、糖、油、猪区，是

广西二十六个商品粮基地县和十四个甘蔗重点县之一。全县耕地总面积四十三万六千亩。粮

食作物主要是玉米、稻谷，黄豆。从合作化以来，全县建成l上J圹水库四十一个，较大的水库

有那降，布良、下琴、蓄水量都在一百四十万立方米以上，水轮泵二百二十二处，机电灌站

六十四处，有效灌溉面积达二十三万五千亩。1980年粮食总产二亿六千四百三十二万斤，比

一九四九年增长三点八倍，农业总产值五千零一十四万元，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三点八倍。

工业是解放以后才发展。解放前，几乎一无所有。到1980年末，全县工业企业单位发展

到一百二十九个(其中国营28个，国社合营一个，城镇集体六个，社队九十四个)。工业总产

值二千零九十三万五千九百元。解放前全县只有几条到处坑洼的公路，车辆难以通行，运送

物资主要靠右江上的小轮船和木帆船。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全县十个公社，社社都通了汽

车，一百二十八个大队，有九十个通汽车，全县公路总长二百七十九点五公里(其中地方公

路一百七十三点三公里)，加上右江水上运输事业的发展，交通非常方便。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前，全县只有3间初中(其中县立1间，私立2问)。学生

631人，县医院1所。1980年，全县共有13问完全中学，大队小学附属初中班244班，在校

高初中学生14211人，卫生院13所，联诊所3所，大队合作医疗站81个，大队卫生所23

个。县城有电影院，社，队有放映队35个，专业文艺队1个，广播站和扩大站13个。

县城南部的土岭上有一个烈士陵园，烈士碑耸立园中，上有碑文两块，其中记有红七军

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烈士的革命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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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城新貌一角

● 雁江圩史L以商业繁荣，有”小南’芦之称

更以酱料驰名，”豉油王”远销广州，港澳等地

图为圩镇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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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县历代沿革一览表

朝 代 公 元 归 属

夏 前2140,--,前1717 属荆州地

商 前1717．--,前1066 属西瓯(骆越)地

周 前1066---,前221 属于楚国

秦 前221-～前206 属象郡地

汉 前206---,220 属玉林郡增食县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废象
郡、设玉林郡)

三国 220～280 属吴为玉林郡怀安县地(吴改增食为怀安)

西晋 265～316 属玉林郡增食县地

东晋 317～420 属玉林郡增翊县地(晋改怀安为增翊)

宋 420～479 属晋兴郡增翊县地(宋从玉林郡分设晋

南 兴郡。晋兴郡朱齐属广州，梁属龙州，陈属
齐 479．---,502 南定州)

梁 502，v557

朝
陈 557～589

隋 581～618 属玉林郡宣化县地(隋平陈废晋兴郡为县
属玉林郡开皇十八年改名宣化县)

唐 618～907 属邕州朗宁、思龙两县地(唐武德五年析宣
化县地置朗宁县，乾元后开山峒置思龙县)

五代 907,---,960 属南汉邕州建武军节度朗宁、思龙两县地

宋 960--,1279 属邕州宣化、武缘两县地。(开宝五年省
朗宁县入宣化，思龙县入如和。至景祜二年又
省如和县，入宣化。治平四年拨宣化之朗宁
废县故境，入武缘。于是隆安逐为宣化、武
缘二县地隶邕州下都督府永宁郡)。

一 1279—一1368 属南宁路武缘、宣化两县地。兀

明 1368—’，1644 嘉靖十二年四月析宣化县思龙乡一、五、
六、七、八、九、十、十二各图及西乡六、
八两图地置隆安县，而益以武缘县永宁乡之
三、四、五图地属南宁府。

清 1644～191 1 属南宁府

民国 1912～1949 初改府为道，属南宁道，又改道为区，屑
南宁区。后期属武呜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起 初属武鸣专区，1952年12月属桂西壮族自
治区，1956年3月22日改区为州，属于州。
1958年元月25日撤州建制成立南宁地区，屑
南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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