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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府、地区行署有关文件精神，对我县地名1

进行了普查。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有助于以今推古，印证史籍，充分发挥地名工作的作

用，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服务。我们在完成地名普查任务的基础上，编纂了

《四川省江安县地名录》。

地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而出现和演变的。它不仅为国防、外交、政法。邮电．

交通、新闻．广播、文教、卫生，出版，地质，测绘，气象、旅游等部门所需要，而且与人民

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作好地名这项基础工作，并非权宜之计，

而是寓意深远的千秋大业。在开展地名普查工作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

反映文化、地理特征，显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对全县地名进行标准化．规范

化处理，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江安县地名时，均以此为准。

本地名录的内容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以宜宾地区l：20万

的地图为基础，绘制了江安县地图l幅；编辑了与地名有关的文字概况材料57篇；收录了标

准地名2，149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概

况等作了简要说明。此外，附有插图8幅。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人口，摘自县一九Jk--年人口普查资料；行政区划中，区、镇，

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数目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其它专业论据，为有关部门所提供

的一九八。年年报资料加以汇集。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而《地名学》又是一项新兴的科学，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

够充分，加之水平有限，书中错讹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江安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元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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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安县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北纬28‘22 7 20，，至28’56 745，，，东经104。57’40，，至105。

14
7

30，，．东与纳溪．泸县毗连，南与兴文县为界，西与长宁、南溪县接壤，北与富顺县相

邻．县境东西窄，南北长，星蚕状。幅员面积912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山区．丘陵和

坝区，分别占总面积的23呖，70叻，7％。全县共辖7个区2个镇，41个公社，301个大

队，2，045个生产队，1 1个城镇居民委员会、189个居民小组。1982年人口普查数为95，912p，

436，978人(其中农业入口397，86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469人。除有回、满、苗等六种少

数民族49人外，其余均系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地江安镇，位于长江南岸，北纬28。44 7，东

经105。06 7．

一，历史沿革

江安在春秋战国时为巴子国西部边地。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16年)灭巴国，置巴郡，江安在巴郡，汉初相沿为巴郡．

地．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遣唐蒙开“西南夷”，以夜郎国地并分巴、蜀两郡地

合置犍为郡，江安为犍为郡江阳县地。

东汉时分资中县地置汉安县，故城在今沱江滨内江市，属犍为郡。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年)，汉安大姓程徵、石谦说益州牧刘璋分犍为郡置江阳郡(治地今泸州)。汉安县属

江阳郡，不久废置，汉安还属犍为。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复置江阳郡，汉安又还属江阳，西晋沿旧制未变。

西晋末东晋初，关中大饥，洛阳，天水等六郡流民入蜀，建立李氏成(汉)政权。巴蜀

大族，东下荆、襄， “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李寿又引僚(獠)入蜀，“十余万落，不可

禁制”，汉安县因而荒废。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伐蜀，割江阳县地复置汉安县(县虽仍旧其

名，而其辖地已非原貌)属江阳郡。重建置的汉安故城，在今江安县东七十里，距长江水滨

一百八十步(见《元和志》)。

晋孝武帝时分江阳县地置绵水县，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废绵水县合入江安。

刘宋时属东江阳郡。 。

梁置泸州，属之。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汉安县名为江安。取江阳，汉安二义．《蜀中广记》卷五

乞一-



十二．《蜀郡县古今通释》： 。江安县本汉江阳县地，晋乎汉安僚(獠)置县于此，日汉安

．矣，隋取二义而改今名”．又《四川通志·舆地·沿革》： “按名胜记，隋盖参用汉、晋县

名．而易今名”。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泸州为泸川郡，‘江安属之．

唐属剑南道泸州。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夷僚(獠)户置思隶，思逢、施阳三县。

八年(公元634年)省施阳，十三年并省思隶、思逢二县入江安．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

年)分置柯阴县入晏州(今兴文县)。

宋属潼川府路．泸州。

宋熙宁八年(1 075年)置南井监属泸州。约在熙宁八年至元丰三年(1 080年)间迁江安

县治于今江安镇。 ，

． 元初，省南井监入江安。属四川行中书省、泸州。

明．清不改。

民国三年(1914年)属永宁道。二十四年(1935年)废道，四川划分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

江安属第六行政督察区(设宜宾)。

1949年12月4日解放，1950年属川南行署宜宾专区。1953年恢复省建置，属四川省宜宾

专区。1970年属宜宾地区至今。

=、自然条件

江安县为四川盆地南缘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长江从西至东切割为江北，江南两个不

同地形区域。地势南高北低，最低海拔井口公社金山寺附近长江河岸236．8米，最高海拔大井

公社天皇寺1，000．2米，相对高差763．4米。地质构造复杂，大部份地区属盆地中生代地l质

构造；岩层走向南西北东，大面积分布着侏罗系的紫色砂岩，页岩，白垩系夹关组的砖红色厚

层砂岩；县南端的五矿、五谷公社，系石灰岩，岩层发育较老，属古生代地质构造．全县

地貌分平坝阶地．浅丘、中丘和低山四种类型。l，平坝阶地貌：分布于长江两岸，为新老

冲积成土的灰棕砂壤和黄壤，农耕地5．4万亩，是经济作物和夏橙主产区。2，低丘宽谷地

貌：分布于长江以北，表层多为黄壤土，农耕地1 5万余亩，是粮、油、猪只和夏橙主产区；地

下矿藏资源主要是天然气。3、中丘中谷地貌：分布于长江以南，表层为红砂土、黄壤土，

农耕地11．7万余亩，是粮食、脐橙，畜牧主产区。区内盛产天然气，是川南重要矿井之一．

4、低山地貌：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山区，耕地7万余亩，是林业，楠竹、茶叶、山货主产地．

五矿，五谷、园田等公社是硫、铁、铜、煤、石灰、水泥、麻石等矿藏主产地。

县内除长江、洧江外，有长一公里以上河流，小溪145条，其中长五公里以上的25条，

最长为绵溪河，县境段49公里。全县溪河总长507公里。有各种水利工程2，370处，其中水库

57座，山平塘2，068口，石河堰1 25处，引水堰90条，江河固定提灌站7处、地下水23处，总容

量6，1 53万立方米，有效灌面11。6万亩，保灌面8．57／余亩，对抗御自然灾害，为农业稳产高

产发挥了很大作片j。

江安县地处中哑热带泣润季风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冬暖雨

2

p

t
，

■



少多雾，春季回温早，夏热多雨，秋有绵雨，年日照少，年平均气温18．I℃，最热月为7——8

月，平均27．4℃，极端最高温40．6℃，最冷月为1月，平均7．8℃，极端最低温零下I．513，≥
I O 6C积温5，850——6，000℃。年无霜期340天，常年日照l，224．8小时，风向多为东北风，频

率49qo。年平均降水量l，132．2毫米，大部份集中在6——9月，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有冬春

偏旱，夏季偏涝，夏秋多大，暴雨的特点。 ，

三．经济概况

1980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9，311万元(不包括省，地属企业)，人平218．4元。其中农业

总产值6，677万元，占7I．7％，工业总产值2，634万元，占28．3qo。

江安是农业县，现有耕地40．2：H亩(其中田3I．4万亩)，农业人口平均I．03亩。主产粮

食、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占播种面积的80％以上，其中以水稻为最，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

的69．3叻，还有小麦、玉米，高梁、红苕、豆类等。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甘蔗。海椒、

土烟等。建国前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4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II，778万斤。建国后有了很大发

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9．177万斤，比1949年增长I．8倍。1980年种水稻3I．1万亩，总产

18，256万斤，亩产587斤；小麦7．9)7亩，总产2，338万斤，亩产296斤；高梁上升幅度快，总

产量，155，700’斤，约占宜宾地区总产量的40％左右；油菜I．3万亩，总产I 69万斤，亩产I 30

斤。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社员收入分配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1980年人平

分粮14281斤，产值分配人平66元，向国家交征购粮6，594万斤。

多种经营发展很快。其主要优势是发展夏橙和楠竹。夏橙是一种稀有、珍贵的特晚熟甜

橙品种。头年春季开花所结的果实，要在次年夏季才能成熟，有一个花果并存， “两代同

堂”时期。每年春夏之交，红绿争艳，花、果、叶同枝，“甜郁万花芯，香飘百里风”，漫步

林间}如临仙境。1938年8月，原四川大学教授张文湘从美国购进6株橙苗，定植于川大园

艺系校园里。1943年又引到江安县安乐乡大中坝繁殖。i964年首次出口港澳，一举驰名。同

年八月，党和国家领导人贺龙同志作了指示： “要找些好地方让他们培植，于国家于地方都

好⋯⋯”。之后，闽，浙，粤，湘．滇，黔等十多个省市，纷纷来江安引种。 “夏橙之乡”，

随着活跃在银幕，荧屏，电台、报刊、杂志上，蜚声国内外。1976年，江安被列为全国发展

夏橙基地县。到1982年底止，全县已种植夏橙I 00多万株，产鲜果120余万斤，出口超百吨。

县里已决定到1990年，面积达到10万亩。桔树总数增加到600万株，鲜果产量超过6。400万

斤．这样，江安就变为茫茫橙海了。

江安是四川省的楠竹基地县之一，现有楠竹林面积25，600多亩，总蓄积量约300万根左

右，从1956年到1982年的二十六年里，向国家提供原竹360多万根，篙竿竹45万多根。它，不仅

是江安人民的一份得天独厚的财宝，而且是大自然赐与“天府之国”的一块巨人的“绿色翡

翠“。江安楠竹重点分布在人们熟知的“竹海”万里箐。万里“竹海”与兴文“石林”，珙县

“悬棺”合称川南三绝，已辟为四川省的重要旅游点。久负盛名的“江安竹簧”，就是取材

于楠竹。《辞海》上记述的全国三个主要竹簧产地，江安就是就是其中之一。江安竹簧，历

史悠久，工艺精美，早在元、明时代就很驰名。1919年，艺师蔡金山的竹簧作品，在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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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界博览会上就获得优胜奖．1960年起，有竹簧牡丹花盘．人面竹花瓶，西厢记六联座

屏，竹簧扇子，竹簧座屏．空雕狮头竹筷，竹簧蝴蝶盒等数百件产品在阿联，日本，美iIII等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展出，深受国际友人的欢迎．从经济效益看，江安县竹簧工艺厂1981年总

产值51．9万元．用楠竹20，600根，平均每根25．2元，而林区出售原竹，平均每根约1．5元，即

增值17倍。江安的夏橙、楠竹和竹簧工艺品，每年给全县人民增加数以千万计的收入，而且还

为国家换回了外汇。江安是鱼米之乡，不仅有享誉遐迩的夏橙和竹簧工艺品，还有“红桥磕

粉”，“赶场山李子”、。木头浩白肉”．“底逢醪糟、”“万里玉兰片”等也久负盛名。江安水

产资源丰富，各种自然生长鱼类多达120余种，故有“水中珍品聚江安”之说。在鱼类中，尤以江

团、水密子享誉为最，每有外宾来临，即以江安取鱼，进行款待，一饱口福。近年来岩区公社大力

发展杉木林基地，现已植3万多亩。栽桑养蚕，从无到有，1 980年已栽桑树784万株，产茧8，033

担，产值124．5万元。粮食大增产，促进猪牛大发展。1 980年底生猪存栏18．8万头，比1949年存

栏48，620头，增长3．9倍，耕牛由1949年的I．58万头发展到J 980年的2．05万头，增长29．7％。

建国前江安县的工业是个空白，仅有一些小煤窑，硫磺、石灰厂和竹木、铁器及织布等

小手工业。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先后办了机械，化肥、硫精

沙，石灰，机砖，水泥．印刷、发电、铜线、羽绒、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企业。计有省属

厂1个，县属厂22个．集体厂矿168个。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2，634万元。

交通邮电四通八达．建国前除长江可通轮船、清江通木船外，陆地无公路，交通闭塞。

建国后交通事业有很大发展，水路以长江为主，日有客、货轮上至宜宾、乐山，下至泸州．

重庆，客运量从1949年的零发展到1980年的54万人；货运量从1949年的3万吨发展到1980年

的15万吨，比1949年增长4倍，。公路从无到有，现已新修了3I条，全长238公里，主干为

江(安)红(桥)、江(安)水(清)公路，贯穿南北，日有班车直达重庆、泸州，隆昌、

宜宾、叙永等地，1980年客运量12万人；货运量7万吨．邮电事业遍及城乡，区设有邮电

支局，公社设有代办所，邮电通讯畅通无阻．

商业供销，兴旺发达。江安地处长江南岸，为川南数县竹木和农副土特产品集装外运的

重要码头，加之又是蜚声中外的“夏橙之乡”和“竹簧之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农村经济越来越活跃，因而市场繁

荣，商业兴旺，1980年全县有各种商业和饮食服务机构498个，共有商业职工l，802人。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达4，605万元，比1952年增长6倍．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1949年全县有中学5所，学生1，681人；小学277所，学生23，575人。1980年

发展到中学10所。学生18，148人(其中高中学生2，360人，初中学生15，788人)，小学384所，

学生69，975人，中、小学生分别是1949年的lo．8倍和2．9倍。县城还办有教师进修校、卫校各l

所。全县有幼儿园137所，入院儿童3，394人．

文化设施：县城内建有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站、电影公司、川剧团、业余体校．全

县有电影院3个，电影放映队25个；7个区，37个公社办起了转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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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事业：建国前只有一些私人开办的药铺，县城只有一所小卫生院和私人开办的小医

院。建国后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县，区：社医院发展到60所，病床427张，医务人

员910人。大队合作医疗站267个，有不脱产医务人员570人。县有卫生局，环保局、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各中学和厂矿均办有医院或医务室。

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980年人口出生率为12．18‰，死亡率为6．12‰，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7‰，计划生育率为69．53％，有6，283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

古已有一个孩子家庭数的83．83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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