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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人民政府文件

， 祥政发(1 9 8 6)8 1号 ·

一★_————_一关于颁发《祥云县地名志劳的通知

各区、镇，县属各委、办、局：

根据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县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

了《祥云县地名志》。《祥云县地名志》稿本经县属各有关单位

审阅后，上报省、州审查合格，经县人民政府认可出版、颁发实

施。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本县地名均以《祥云县地名志》中的标准

地名为准，不得随便更改。凡需要新命名或更改地名，要按照国务

院国发(1 9 8 6)1 l号文件关于《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报批

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动。，

留地名志>)属保密资料，望各单位妥善保存。

抄送：县委各部门、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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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的建置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远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
前1 0 9年)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云南县(包括今祥云， 弥

渡、凤仪和宾川)即其一。旧时有关祥云县的地志，，仅康熙、 乾

隆、光绪时编写的三部《云南县志》列有疆域、建置，山川、胜迹

等目，然极简略，缺漏甚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迁徙，人口

的繁衍，新居民点增加，新地名的出现与日俱增。现在使用的许多

地名，‘往往一地数名、异地同名和音译不准，已不能适应'-3前经

济，国防。邮电．交通建设和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另4是当代新

技术革命在全世界蓬勃展开，将改交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

貌，将直接影响社会及个人。我国进行的四化建设正在实行改革和

开放政策，今后祥云与省内外，国内外先进地区经济、技术、文化

的交流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往来，将更加密切和频繁，所以急需有一

部科学的、实用的地名工具书。祥云县地名委员会从1 9 8 0年起

开始组织大量人力和技术、物质力量，在对全县地名进行的普查工

作中，深入调查、实地采访，勘探测量、校对音译、考订典籍、旁

征博引、探其溯源；集大量资料，历时五载，而成此书。这是一部
很有实用和学术价值的地名志，其显著优点为： ·

(一)普查工作深入细致，收录地名之广实属空前。有的村庄
在高山深箐，为独家村，均收录无遗。普查中还更正l：5 0 0 0 0

．以往地形图上名称与实地不一致的4 5 2条，其中图上无而实地有

的地名1 6 5条；图上有而实地无的废村、废建筑3 4条；图上名

称用词不当的2 4 9条；标注错位的4条。由于普查时对一村一

户、一山一水、一坡一洞都不放过，全书共收录地名1 9 6 3条。

详细阅读后，展示在眼前的是无数个显微镜下的搿微观”缝缀出

一幅浩渺的星云图式的。宏观”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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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实现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工作中，尊重群众的习惯，

重视群众长期熟习而惯用的口语地名。 新地名的出现， 是口语地

名先于书面语地名。口语地名是人们在相互联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

活动中创造的，是客观事物和主观思想的信息被人们认识浓缩后，

约定俗成的产物。口语地名使用的频率远比书面语地名高，而且口

语地名又是书面语地名的基础。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口语地名。例

如： 搿弥多五村”：因山箐果树多，适于蜜蜂生长， 故名“蜜多

罗”，谐音得今名。 膏大务路村”：原彝语为搿五六苏捧，意为六

天中五天有雾。 当地汉语方言称雾为搿雾露”， 故又名 “大雾

露”，音变得今名。

(三)此书史志结合、时空结合。撰地志，溯历史。 上起远

古，下迄现代，上下纵横，古今悉备。过去搞极搿左一，特别是“文
革”时期，打出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牙旗，否定一切，

横扫。四旧”破坏古迹、乱改地名， 胡贴标签、 焚烧文献。这

场革文化的命早已结束，被颠倒的历史已颠倒过来。书中所收录地

名，详述其沿革、含义、演变。如卷首对云南县建置两千年来的历

史变迁之考订，虽然历代政治力量的消长，州、县疆域时有变化；地

志典籍，诸说纷陈，但编者依据翔实资料，探其原委、匡正异说、

择善而从，理清了历史脉络。书中列举了祥云许多村名仍保留营，

屯、所、哨、厂等名称，这是明代洪武年间随沐英征滇的军官、士

卒，在祥云扎营，政府实行屯田时的村庄。明初的屯田政策推动大

量农田的垦植，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汉族屯户和各少数民族

又兴建、疏浚了青海湖、游峰坝、莲花湖以及云南驿大坝、米甸坝

的地龙(地下蓄水池和灌渠)，形成了一个灌溉网。农业生产的发

展，社会分工扩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祥云境内开采铜矿和

炼铜业也随之兴起。书中列举了刘厂、程官厂、任官厂，袁章厂
等，均为明初征滇的军官在此屯田后，又开办炼铜作坊； 搿灶四

村”。因当时设有四座炼铜灶而得名，后谐音为。赵四村一．另一些

村名也称搿营”的，如： 搿大营”和搿上坡营一，则是清成丰年

问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曾扎营坚守过的村庄。 “虞旗营”原

为回民村庄，后回民起义失败，村民失散，虞姓旗军在此扎营故



名； 。下赤河尾”，白语称搿浩灰忧”， 。浩灰”即回民， 舅忧”

即村庄，意为回民居住的村庄，后因回族起义军失败，村民失散，为白

族居住的村庄。 。大咕者一为彝族村庄，清成丰年间龙仙道人领导

彝族举行反清起义，用大鼓助战得名。大鼓者”，谐音得今名。

膏老马任”系彝语地名， 膏老马”即彝族起义军军官； 膏任一即

在，意为起义军军官驻扎过的地方。 搿看堂村一为彝族起义军在村

内建立的农民政权，设有公堂，派人看守故名。 搿活鞑村一为元代

蒙古族住过的村庄，后雅称_禾大村一，意为禾苗茁壮。这些村名

的历史，使我们清楚看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痕迹。书中还介绍

了祥云古迹名胜的今昔；历代名人和革命先烈的故居，王德三、

王复生，王孝达烈士的简历和祥云各族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史。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春华秋实，往事如烟，但钟鼓楼的风

霜，云南驿的古道永远是每一代人奋斗的历史见证。述往事，思

来者。此书虽志地名，却反映了祥云历史、文化和民族的特点，影

缩着祥云两千年历史演变的轨迹。它是记录一代人推动新一代人奋
进的里程碑。

受主编深嘱，成此文，是为序。、

王 侃·，

丁卯年春于北京宣武门寓

· 王孝达烈士胞弟，新华社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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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

识别地球和宇宙问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范围、形状和特征共

同约定的名称。地名的产生和变更，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 经

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社会交往

和交通、邮电通讯的大事。由于我县是多民族杂居，方言复杂，许

多地名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出现了不少异地同名、一地多名、

一名多写、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大搞地名搿一片红"，更造成了地名使用上的混乱状况． 这对考
古、科研、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影响。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澄清我县地名混乱的现
象，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县遵照国务院《全国地名普查若

干规定》的精神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

在省、州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

导下，于1 9 8 0年l 1月至1 9 8 3年6月开展了全县范围内的

地名普查。经过实地调查，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查考有关历史

资料，对大多数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含义不好、有损

民族团结不宜使用的地名进行更名；对独立存在、有地名意义的新
居民点和建筑物作了命名；对一个地区内重名的地名作了调整；基

本上做到了正确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普查成果上报

后，经省、州验收合格。接着又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

见》的要求，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再次补调，进一步充实内容，

以一年多的时间编写了《祥云县地名志》。它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

晶，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是一本提供各部门使用的地名工具书。

本志旨在成为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通过翔实的
记述，再次认识祥云的山山水水，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的感情，从而

更好地建设祥云。

本志共收录地名l 9 6 3条。其中县、区、乡，镇、办事处行

政区划1 4 2条，街道、巷、路2 l条，自然村9 6 9条，片村、

一Ⅷ一



农点5 2条，独立存在的企、事业单位7 1条，人工建筑物2 5 7

条，名胜古迹3 6条，自然地理实体4 1 5条。。编入县、区、水库

等文字概况材料l 5份，县古今地图3幅，‘县城示意图1幅，分区

地图1 3幅，彩色照片6 7幅、黑白照片l 7幅。附录部分有国务

院、省、州，县有关地名文件、《新命名、更名地名表》，《新旧名

称对照表》、《行政区划沿革对照表》，《民族语地名一览表》、

《今古地名对照表》、《祥云县地名历史文献》，《祥云县地名对
联及地名故事》、《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

本志集录的地名，采取词条式，录取要素有：标准名称、汉语

．拼音、别名、方位、名称来历、含义及演变，对户数、入口、族

别、耕地、出产、历史事件也作了简述。

本志由祥云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辑。地名委员会主任

普培桢，副主任杨兴耀，委员朱德忠、李映启，刘胜科，张晶。地

名办公室主任杨兴耀，副主任张晶。主要编辑人员：．张晶、李红方。

图片摄影成吉祥，王洪祥、杨正云、李云生。参加过地名普查办

公室的有：原副主任张汝伦，工作人员张德明、李伯芳、安文、

孙有亮，马丽芬，陈本厚，孙仲辉，罗秉嘉，罗吉辉。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州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得到民

政局、统计局、农牧局、水电局，林业局，文化局、档案馆、图书

馆、气象站，国土规划办公室等单位的支持；得到杨美清、周祜、

罗树仁，李德辉、 常银、杨熙禹，王纯武等同志的帮助；云南省

地名委员会主任和志强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中共祥云县委书记
李国兴同志和县长罗开义同志为本志题签，王侃同志为本志撰写序

言，杨美清同志为本志题诗，祥云县印刷厂承担本书印刷，北京市

新时代出版社印刷厂承印彩色照片，昆明7 2 1 7工厂承印地图。

对上述单位和个人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差错之处恳望批评指正。

祥云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六月

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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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祥云县地名志》按性质分类排列·各类地名除行政区划
‘

的驻地跟排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外，其余按所处地理坐标自北向

南，从西至东的顺序编排。 ．

二、本志所涉里程，除名胜古迹和风景区为交通里程外，其它

地名为直线距离。

三、本志标准地名的汉字书写和读音，以《新华字典》和《现

代汉语词典》中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为准。方言地名读音与字典、

词典不同的，加注当地读法拼音。
5

四，本志地图中所标注的境界线，只供了解行政区划规模，不

作划界依据。

． 五、本志所用各项数据，均为1 9 8 5年终统计数，人口为 ，

l 9 8 2年7月1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

六、本志附有搿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弗和脚地名首字音序索弓j并，

查阅方法见3 6 6页和3 9 4页。

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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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县概况
概述

祥云县(Xi羞ngy‘n Xian)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位于云南

省中部偏西北， 介于北纬2 5。1 2／——2 5。5 2／，东经
1 0 0。2 5／——l 0 1。0 2／之间。 东与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

姚、姚安、南华三县为界，南与弥渡县接壤，西与大理市相连，北与

宾川县毗邻。总面积2 4 2 5平方公里。 县界顶端位置， 北起五

顶山，南达一街河，南北长7 4·5公里；西起五福山，东至猫猫关，

东西宽6 2·5公里。金县划分为1个区级镇(祥城镇)，l 2个

区(米甸、禾旬、东山，象鼻、祥城、沙龙、刘厂、下庄、普溯，前所、

马街、鹿呜)，l 2 8个乡(包括办事处、乡级镇、民族乡)，l 1 2 8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9 6 9个自然村。据1 9 8 2年全县人口普查

有6 6，1 3 O户，3 6．7，3 5 5入。其中男性l 8 3，1 9 1

人，占总人口的4 9·8 7％；女性l 8 4，l 6 4人，占总人I：／的
5 0·1 3％。农业人I：／3 5 5，0 0 0人，占总人《的96·21％。
非农业人口1 4，2 0 0人，占总人口的3·7 9％。全县有2 O

个民族，其中白族人口3 13，7 6 1人，占总人口的9·l 9％；

汉族3 O 6，9 5 4人，占8 3·5 6％；彝族2 4，7 9 6人，

占6·7 5％；傈僳族8 7 0人，占0·2 4％；苗族4 7 3人，

占0·l 3％；回族3 7 7人，占0·1 1％；其它还有藏、纳西、

傣、土、壮等民族1 2 4人，占0·0 2％。华侨人口约l 0 0 0

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 4 7人。县人民政府驻祥城镇，居于

北纬2 5。2 9／，东经1 0 0。3 5／，县城面积约4平方公里(含

街道、城西，城南办事处)，人口l·3万，距州府大理市6 5公

里，距省会昆明市3 3 5公里．

’自然地理
‘

本县地处滇中高原与滇西横断山脉的交接区，四周群山环抱，

中部被飞凤山所切，把境内分割成四块坝子(即盆地)，盆区平坦，

地高山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略成三级阶梯状下降。位于‘
北端的五顶山海拔3 2 4 l米，为全县最高点；位于南端的一街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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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1 4 3 3米，为金县最低处。相对高差为1 8 0 8米。县城海
拔1 9 9 6米，较邻县海拔高。

地形比例大体是搿八山一坝一条河”，主要坝子有四个：城川

坝、云南驿坝，禾甸坝、米旬坝，总称祥云坝，面积3 3 1·5平方
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l 3·67％，海拔1 9 5 O一2 0 0 0米之间，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倾斜(其中城川坝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山脉

属横断山系。可分为三个部分：位于西部的山脉以五福山为主山，

东南诸山皆其支系，主要有九顶山、梁王山、帽山等；位于北部和

东北部的山脉高大集中，主要有五顶山、．拉果摩头山，‘野猫山等；

位于东南部的山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主要有鹦哥山、老青山、沐

滂东岭、天峰山、水目山等p本县位于金沙江、澜沧江、红河支流
的分水岭上，泉源河流极少，多为膏时令河”，夏溢冬枯，利用率

低。主要河流有中河，普昌河、一泡江、禾米河、楚场河和鹿鸣河、

雄里河等，分属金沙江水系和红河水系。主要湖泊有青海湖和莲花

湖。温泉有马房温泉和禾旬温泉，属碳酸泉，有一定医疗价值。

地质属扬子准陆台地区，地层发育比较齐全，从古生界到新生

界均有出露。咕生界奥陶系，泥盆系分布在九顶山、毛粟坡一带；

中生界广布于全县大部分地区，其中以三迭系砂岩、泥岩分布最

广；新生界第四系全新统以冲积、洪积，湖积的粘土、砂、砾石及

岩石碎块堆积而成，广布于坝区及河谷。

境内由于介于永胜——弥渡断裂带与元江断裂带之间，易发生

地震，明天启三年(1 6 2 3年)及民国十四年(1 9 2 5年)都

发生过六级地震，震中裂度为7——8度。
土壤大体分为棕壤、黄棕壤、红壤、紫色土、水稻土五个土

类。棕壤，分布于海拔2 8 O O米以上的高山部位，占全县总面
积的l·9 3％，由花岗岩、紫色砂页岩k杂色砂页岩母质发育而

成，气温低、士性酸，多为自然土；黄棕壤，’’分布于海拔2 5 0 0

米至2 8 0 0米的山坡地带，占全县总面积的l·9 8％，由花岗

岩、石灰岩、杂色砂页岩母质发育而成，气温低，土性酸，为红壤

与棕壤的过渡性土带；红壤，分布于l 9 O O米至2 4 0 0米

地带，除普溯、东山两区外，是金县分布较广的一个土类，占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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