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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晋宁县地名志》的决定

晋宁县‘地名志'、‘地名图>，是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0982)50号和昆明市人民

府昆政发(1982)80号文件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为原则，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自1981--1985年

时四年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经审定，现决定予以颁发。《晋宁县地

志>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与地名遗产的史料书，记述了我县所辖地

。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出版，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交、交通、邮电、科研

文教，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

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将为振兴晋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

今后，凡使用地名的单位，车站、学校、商店以及商标设计，新闻报导等，均应与本

的标准名称保持一致。需要命名、更名，调整恢复的地名，都必须严格履行地名审批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更改和命名。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



序 言

地名，是人类在社会交往和生产活动中“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

和需要，对具有特点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予共同约定

的语言，文字代号一。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与社会活

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科学、准确的地名资料，已在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晋宁是滇中开发最早的地区。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庄跷

开滇曾在此建都立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益州郡及滇池县

设治于此。石寨山金质“滇王之印"等出土文物，标志着它是滇文化的

发祥地。晋宁县资源丰富，是世界四大磷都之一，为滇中粮食主产地，

梅树村寒武系层型剖面为世界仅有。县城昆阳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

晋宁县有着璀灿的文化遣产，悠久的历史以及现代建设的成就。这些古

代的文明，现代的成就，无不寓意于地名之中。从历代所修志书记载

及地名普查时所得资料看来，县内多数地名言简意明，通俗易懂，好

二 找好记，尚能真实地反映其特点。但有少数地名，由于朝代交替，政
j

区更迭，出现异地同名，一地多名，用字生僻，语意粗俗、来历不清，

霭 含义不明等混乱现象。建国三十多年来，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备的地名

专著，对国家建设和行政管理极为不便。因此，1983年以来，成立了

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专事修《志》工作。通过查阅史料、搜寻碑记，
”

询访乡老、实地考察，对全县范围内的地名，进行调查、清理和审

定，为本志的编纂，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现在，《晋宁县地名志》已编

撰完毕，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县解放以来首部地名史料书和工

具书。它的出版，对继承发展祖国的悠久历史、璀灿文化以及地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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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并惠及子孙后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它能为国家行政管理、国民经济建设、邮电通讯、交通运输、

，治安保卫，旅游事业乃至外贸、国防服务，则是成书的希

0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地名委员会的支持与帮助，得到

门以及广大群众，干部的大力协助，谨致谢意。

柏钟声
198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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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地名志》是概述晋宁县地名的来历、含义，特点、现状、

历史沿革，并对全部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一本地名专志。

它的编辑出版，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等部门以及人民日

常生活的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它既是一部资料书，工具书，

又是一部乡土教材和地名知识读物。

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产物，

是在社会生产活动和生活中产生和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名源

出不一，纷纭繁杂。不少名称，字别音讹，语意含混，精华与糟粕并

存，有的或带封建意识，或具媚外色彩；有的则同名异地、一地数名，

就是建国以来新建和形成的地名，也不完全标准化、规范化。特别是

十年动乱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破坏了历史性和传统性。因此，弄

清地名家底，搞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从而结束地名混乱现象，

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当务之急。是时代

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对四化建设和子孙后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

史意义。

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要求，在省、市地名办公室的指

导下，我县于1981年2月至1982年11月在全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先后有

千人次参加，通过他们辛勤的工作，获得了大量地名资料，基本弄清

了全县地名的底子并对原有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为编纂本

志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基础材料。 ，

本志编纂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根据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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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纂意见，遵循详今略古，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以适应四

化建设广泛的需要为宗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力求精心剪裁，合理布局，做到存真求实，资料准确，内容充

实，特点突出，言简意明，文图兼有，体例实用，查阅方便，具有客

观性、实用性和一定的科学性。为使所得资料具体翔实，我们除深入

群众认真核调外，还依据和采用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

《晋书·地理志》、《新唐书》、《明史》、《徐霞客游记》、《大清一统

志》、《读史方舆纪要》、清《晋宁州志》、《昆阳县志》、《呈贡县志》、

袁嘉谷《滇绎》、《云南概况》，《地名集刊》，《化石》以及散置于各地的

碑记、家谱等资料进行编写。

本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主任兼主编黄本初、委员陈加礼、何家先、

应家玺．朱嘉有，赵富顺，责任编辑兼撰稿李凤积，制图普贵忠，缮

写孙益良。吴云辉、章润、王从德三同志主持了后期的编审出版工

作。

本志从一九八四年五月开始编纂，省市地名办公室给予切实具体

的指导和帮助，初稿经编委会召开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

有关单位领导及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审订，在收集整理资料中承

县图书馆、统计局、区公所、乡政府、各专项数据的主管单位给予大力

支持，地名图承昆明市地名办邓广琼及解放军7217印刷厂鼎力协助；

体例及编辑技术处理得到昆明军1夏35021部队副大队长、省地名委员会

顾问李子盛的具体指导，照片摄制得到五华区地名委员会彭桂昆，何

兴庚的热情支持；段祖明、彭信、张继东，I奎羞塞I等参加地名普查

及资料整理，一并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盛世修志"。《晋宁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晋宁县大好形势的反映，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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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军中，我们奉献给全县人民和社会的一份薄礼。

本志的编纂是在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全

书完稿后，经编委会审定，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经省，市主管部门

复审认可。因此，书中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过的现行地名，便具有

法定性和权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县地名名称时，都应以此为

准。今后对原有地名的更名或新地名的命名，都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

报批手续。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经验

不足，水平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晋宁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日



凡 例

一，条 目

1．本志共收晋宁县各类地名1，135条，其中，行政区划143条，自然村542条，街道22

条，巷15条，企事业单位41条，人工建筑物67条，名胜古迹5条，自然地理实体299条，地

片7条。在上述条目中有彝族语地名30条，历史地名1条。

2．本志条目使用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

‘简化字总表’和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t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I字形

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3．条目名称后加注的汉语拼音是该条目汉字的标准读音。

二、编 排

4．本志包括卷首、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

S．本志各类地名按行政归属的框架，以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从西至东的顺序

编排。词目中除名胜古迹为交通距离外，余为直线距离。

6．本志采用词典叙述式。词目和释文用同号字印刷，词目用黑体字与释文区别。

7．附录中的《命名、更名表》、‘新旧地名对照表》、‘历史地名统计表》、《民族语地名表'、

‘土特产简介’及t废弃地名统计表》可与正文互为补充，<驻县单位及住地简表>、‘交通站名

表'系选收，未全录，供参考。

三、查找方法

8．附录中的‘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查阅条目使用。

9．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表中找到条目名称，即可在相应的页

码中找到所需要的条目释文。

四，其 它

10．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截止时间。如人口、面积、耕

地，文教、卫生等采用县统计局1985年年报，森林面积，矿产等由有关部门根据1983年年报

提供，一些历史数据则根据各有关著录当时所列。

11．本志采用的计量单位，系根据国家计量局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宣传手册’，如米，

吨等，书中数字除序数、约数外，绝对数字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

12．关于年代记载。清以前使用帝王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一般使用公元纪

年，个别难以确定的年代，则用清初、明末，或民国初年，建国后等称谓。

13．由于历史原因，书中所述自然实体，不作为划分山昊等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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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文件

序 言

前 言

凡 例

晋宁县地图

目 录

地名词条

晋宁县⋯⋯⋯⋯⋯⋯⋯⋯⋯⋯⋯⋯⋯⋯⋯⋯⋯⋯⋯⋯⋯⋯⋯⋯⋯⋯⋯⋯⋯⋯⋯⋯⋯⋯ 1

昆阳县⋯⋯⋯⋯⋯⋯⋯⋯⋯⋯⋯⋯⋯⋯⋯⋯⋯⋯⋯⋯⋯⋯⋯⋯⋯⋯⋯⋯⋯⋯⋯⋯⋯⋯ ●，t“

昆阳镇⋯⋯⋯⋯⋯⋯⋯⋯⋯⋯⋯⋯⋯⋯⋯⋯⋯⋯⋯⋯⋯⋯⋯⋯⋯⋯⋯⋯⋯⋯⋯⋯⋯⋯ 5

二街区⋯⋯⋯⋯⋯⋯⋯⋯⋯⋯⋯⋯⋯⋯⋯⋯⋯⋯⋯⋯⋯⋯⋯⋯⋯⋯⋯⋯⋯⋯⋯⋯⋯⋯10

河西区⋯⋯⋯⋯⋯⋯⋯⋯⋯⋯⋯⋯⋯⋯⋯⋯⋯⋯⋯⋯⋯⋯⋯⋯⋯⋯⋯⋯⋯⋯⋯⋯⋯⋯20“。

新街区⋯⋯⋯⋯⋯⋯⋯⋯⋯⋯⋯⋯⋯⋯⋯⋯⋯⋯⋯⋯⋯⋯⋯⋯⋯⋯⋯⋯⋯⋯⋯⋯⋯⋯27

晋城区⋯⋯⋯⋯⋯⋯⋯⋯⋯⋯⋯⋯⋯⋯⋯⋯⋯⋯⋯⋯⋯⋯⋯⋯⋯⋯⋯⋯⋯⋯⋯⋯⋯⋯ 38

中和区⋯⋯⋯⋯⋯⋯⋯⋯⋯⋯⋯⋯⋯⋯⋯⋯⋯⋯⋯⋯⋯⋯⋯⋯⋯⋯⋯⋯⋯⋯⋯⋯⋯⋯ 54“

上蒜区⋯⋯⋯⋯⋯⋯⋯⋯⋯⋯⋯⋯⋯⋯⋯⋯⋯⋯⋯⋯⋯⋯⋯⋯⋯⋯⋯⋯⋯⋯⋯⋯⋯⋯67

化乐区⋯⋯⋯⋯⋯⋯⋯⋯⋯⋯⋯⋯⋯⋯⋯⋯⋯⋯⋯⋯⋯⋯⋯⋯⋯⋯⋯⋯⋯⋯⋯⋯⋯⋯81

夕阳区⋯⋯⋯⋯⋯⋯⋯⋯⋯⋯⋯⋯⋯⋯⋯⋯⋯⋯⋯⋯⋯⋯⋯⋯⋯⋯⋯⋯⋯⋯⋯⋯⋯⋯ 9●

双河区⋯⋯⋯⋯⋯⋯⋯⋯⋯⋯⋯⋯⋯⋯⋯⋯⋯⋯⋯⋯⋯⋯⋯⋯⋯⋯⋯⋯⋯⋯⋯⋯⋯⋯103

宝峰区⋯⋯⋯⋯⋯⋯⋯⋯⋯⋯⋯⋯⋯⋯⋯⋯⋯⋯⋯⋯⋯⋯⋯⋯⋯⋯⋯⋯⋯⋯⋯⋯⋯⋯110

六街区⋯⋯⋯⋯⋯⋯⋯⋯⋯⋯⋯⋯⋯⋯⋯⋯⋯⋯⋯⋯⋯⋯⋯⋯⋯⋯⋯⋯⋯⋯⋯⋯⋯⋯120

附 录

地名首字笔画索引⋯⋯⋯⋯⋯⋯⋯⋯⋯⋯⋯⋯⋯⋯⋯⋯⋯⋯⋯⋯⋯⋯⋯⋯⋯⋯⋯⋯⋯⋯127

地名首字音序索引⋯⋯⋯⋯⋯⋯⋯⋯⋯⋯⋯⋯⋯⋯⋯⋯⋯⋯⋯⋯⋯⋯⋯⋯⋯⋯⋯⋯⋯⋯154

命名情况表⋯⋯⋯⋯⋯⋯⋯⋯⋯⋯⋯⋯⋯⋯⋯⋯⋯⋯⋯⋯⋯⋯⋯⋯⋯⋯⋯⋯⋯⋯⋯⋯⋯184

更名情况表⋯⋯⋯⋯⋯⋯⋯⋯⋯⋯⋯⋯⋯⋯⋯⋯⋯⋯⋯⋯⋯⋯⋯⋯⋯⋯⋯⋯⋯⋯⋯⋯⋯184

新旧地名对照表⋯⋯⋯⋯⋯⋯⋯⋯⋯⋯⋯⋯⋯⋯⋯⋯⋯⋯⋯⋯⋯⋯⋯⋯⋯⋯⋯⋯⋯⋯⋯185

废弃地名统计表⋯⋯⋯⋯⋯⋯⋯⋯⋯⋯⋯⋯⋯⋯⋯⋯⋯⋯⋯⋯⋯⋯⋯⋯⋯⋯⋯⋯⋯⋯⋯190

历史地名统计表⋯⋯⋯⋯⋯⋯⋯⋯⋯⋯⋯⋯⋯⋯⋯⋯⋯⋯⋯⋯⋯⋯⋯⋯⋯⋯⋯⋯⋯⋯⋯191

民族语地名表⋯⋯⋯⋯⋯⋯⋯⋯⋯⋯⋯⋯⋯⋯⋯⋯⋯⋯⋯⋯⋯⋯⋯⋯⋯⋯⋯⋯⋯⋯⋯⋯192

县属区科级单位驻地简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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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县单位及住地简表⋯⋯⋯⋯⋯⋯⋯⋯⋯⋯⋯⋯⋯⋯⋯⋯⋯⋯⋯⋯⋯⋯⋯⋯⋯⋯⋯⋯⋯196

交通站名表⋯⋯⋯⋯⋯⋯⋯⋯⋯⋯⋯⋯⋯⋯⋯⋯⋯⋯⋯⋯⋯⋯⋯⋯⋯⋯⋯⋯⋯⋯⋯⋯⋯198

土特产简介表⋯⋯⋯⋯⋯⋯⋯⋯⋯⋯⋯⋯⋯⋯⋯⋯⋯⋯⋯⋯⋯⋯⋯⋯⋯⋯⋯⋯⋯⋯⋯⋯201

晋宁县政区街村人地面积统计表⋯⋯⋯⋯⋯⋯⋯⋯⋯⋯⋯⋯⋯⋯⋯⋯⋯⋯⋯⋯⋯⋯⋯⋯202

晋宁县概况⋯⋯⋯⋯⋯⋯⋯⋯⋯⋯⋯⋯⋯⋯⋯⋯⋯⋯⋯⋯⋯⋯⋯⋯⋯⋯⋯⋯⋯⋯⋯⋯⋯203

晋宁县政区沿革⋯⋯⋯⋯⋯⋯⋯⋯⋯⋯⋯⋯⋯⋯⋯⋯⋯⋯⋯⋯⋯⋯⋯⋯⋯⋯⋯⋯⋯⋯⋯215

J舌记⋯⋯⋯⋯⋯⋯⋯⋯⋯⋯⋯⋯⋯⋯⋯⋯⋯⋯⋯⋯⋯⋯⋯⋯⋯⋯⋯⋯⋯⋯⋯⋯⋯⋯⋯⋯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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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明水秀的晋宁县城昆阳镇 向燕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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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人民政府

县文化铭



县人民医院

繁荣的县城集市



溢涵

昆阳磷肥厂 王子明摄

山明水秀的大河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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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磷矿 刘兴文摄

云南轮胎厂 轮胎厂宣传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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