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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就成为人们共同约定的区别各种地物的标志和代号。；随着

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更。在社会生活中地名是人们相互

科研活动等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地名的发展和演变；’

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它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都有着密

切的关系。及时准确地提供地名资料，是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El益发展的需要，同时

要求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并逐步实现地名管理的现代化。

金川有着悠久的历史，属藏，汉、回等多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

除民族语言外，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方言，而且差异很大。加之解放前对地名的演变没

有文字记载，地名中的重名，错字、错位较多，有的因长期讹传，改变了原有含义，有

的生僻臆造， 难写难记， 有的封建迷信色彩浓厚，有的甚至带有岐视少数民族的含义

等。解放后用汉语音译的地名中，有的音译不准确，使用汉字也不统一，同时全县又有

相当大一部分大队和生产队名称以序数为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

“一片红’’，使地名更加混乱。这给发展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各族人民的日常

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和困难。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省、『州政府有关指示精神及地名普查的规

定，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州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在1978年已普查地名285

条的基础上，从1982年起至1983年7月止，用了将近19个月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进行

了地名普查补调工作。本着尊重历史，名从主人，反映地理特征、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

保持地名相对稳定等原则，以1：10万地形图(1969——1971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全县

境内的各类地名1704条。消除了序数名称；对解放后建设发展起来的金川镇街道命了

名，同时对原有地名正字163条，正音118条，正位7r条，恢复名338条，更名31条，命

名7r条，按照实际存在和需要增添Y934条。整理出地名成果表7l张，地名卡片386张，

地名文字概况52份，地名图九张(其中金川镇示意图一张)。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经省、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已按规定上

交。

这次地名普查材料，是我县解放以来，工作进行得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

比较齐全，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得以利用，我们将

(罩) f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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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资料，汇编印成《金川县地名录》，以满足使用单位的要求，

更有效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金川县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i0万地形图绘制了金川县地图，

标注了县境内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寨以及主要山峰，河流的名称，

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主要地名的文字概况材料，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

及其驻地，自然村寨，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1704条。对各条地

名书写了藏文并加注了汉语拼音，同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

了简要说明。
“

((金川县地名录》所引用的数字均为我县1980年年报统计数。公社、生产大队，生

产队，自然村寨和牧点，则为1982年地名普查实数。 ．

今后，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金川县地名时，一律以《金川县地名录》为

准。

(2>

金川县地名领导小组

198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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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县概况

阿坝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地理座标：北纬

3l。087～3l。587，东经10l。137～102。197之间。面积5，550平方公

里．县境东邻小金县，西南与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丹巴两县接

壤，西北与壤塘县相邻，东北毗连马尔康县。县辖四个区、两个国

营牧场(区级，公社级各一个)，一个镇，二十个公社，一百二十

七个大队(包括二十个大队级的农，林、牧场)，二百六十一个生

产队，五百九十二个自然村及牧点。一九八O年底，全县总户数

1 l，487户，总人口68，215人，其中：农业人口5 1，266人，非农业人

口16，949人；男37，818人，女30，397人。属民族杂居区：主要民族

成份是藏、汉、回等，藏族20，496人，汉族45，5 16人，回族2，078

人，还有羌族111人，苗族9人，满族5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2，29人。县人民政府驻地金川镇，地处北纬31。28／，东经102。037，

海拔2，165米。距阿坝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马尔康92公里。

(一)历史沿革

金JiI，属大渡河流域。大渡河古称藏水(或沫水)。其上流，

名大金川。在这一地区，曾发现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马家窑

文化遗迹。因此，远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生活和劳

动。
‘

大金川，藏名促浸，义为大河之滨，现金川县辖境，包括原促

(1)

1DI



浸全部和原绰斯甲的部分地区。

史称：金川， 《禹贡》梁州之域。夏、商、周时代，属于华夏

各诸侯封地外的方国部落，称羌方。秦汉之际，开发蜀郡，征服冉

驼(今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于公元前一_一年将冉骟改置汶山

郡后，大金川流域始成为秦汉王朝领地相邻的徼外西南夷之地，当

时为大蛘、龙桥、薄申等羌族部落生息的地方。后为附国、哥邻国

之地，唐时为嘉良夷。

隋、唐时代，金川与外区往来逐渐增多。唐王朝的强大，促使

金川的部落首领依附于它。唐置羁縻金Jfl州。辖境约当今NJll大金

川、小金川地区， 《新唐书·南蛮传》载： “雅州西五百里外有诺

祚、三恭、曜川．、金川等十三个部落，皆羁縻州也”。当时，归剑

南道节度使统辖。安史之乱后，为吐蕃侵据，历经唐、五代十国、

宋、南宋、金等朝代，金JlI一直为吐蕃属地。吐蕃王朝称住在这个

地区的人为嘉戎哇(义为住在靠近汉人河谷地带的人)。

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吐蕃后，改称吐蕃为乌斯藏，直属宣政院统

辖，将大渡河流域改称朵甘思，属陕西行中书省，以吐蕃僧帕克斯

巴为大宝法王帝师统领其地。

明初改设朵甘都指挥司，任命当地首领为各级官吏，以示羁

縻。同时，封金川寺(乾隆前称雍忠寺，乾隆后称广法寺)，宗

教首领哈伊拉木为演化禅师，世领其地，后分为大金川、小金川．

明清更迭之际，金川地区趁机脱离明朝统治。清康熙五年(公

元一六六六年)，金JlI首领嘉勒巴向清王朝归诚，重新颁授嘉勒巴

演化禅师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其庶孙莎罗奔以

土舍将兵从川陕总督岳钟珙征西藏准噶尔部的叛乱，羊峒番(今南

坪县一带)作战有功，雍正元年(公元一七--Z年)奏授为大金J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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