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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半两钱石范母：文江公社高合大队点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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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变茶园，茶叶大发展。复兴公社陈正大队茶园一角。

石门公社种蔗煮糖，已有数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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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变化。由

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更替变迁，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

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解、难认；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

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或讹传。加以全县公社、镇名称在地区内重名的有11条，大队名

称在县内重名的有92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

混乱，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省人民

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1981年6月至1 982年4月，以1 1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

普查工作，对全县重名公社，大队名称，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的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公社，镇名称报经宜宾地区行署批准，大队名称报经高县

人民政府批准，重新命名，更名。同时以l：5万地形图(1960年，1967年版)为基础，普

查了县境内地名1839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39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

名，讹传等地名946条。共985条，占图上地名的52．7 o／o。新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部分

驻地以及自然实体名称557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联系。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

次，质量要求高，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果先后交公社(有

部分交大队)校核。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在省、地，县各级

领导的关怀和支持F，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高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

用单位和读者的要求，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服务。本地名录，在标准名称等方面具有

法定性，在其他方面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各单位和个人在引用地名名称时，均应以此为准。

本地名录主要内容有；参照1：5万地形图，缩编的l：15万全县地图，鉴于篇。幅有

限，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主要自然实体名称；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县概况和

各类地名概况材料62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冉然实体、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等地名共247l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

现用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等作了说明；有主要文物古迹及生产建设等图片13N．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1980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大队农业生

产数字，系县农业局提供；人口数字为公安部门1980年统计年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数为l981年地名普查实数；其余为有关部门提供。 。

高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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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位于四jiI省宜宾地区南部。地处南广河流域。东连珙县、长宁；东北与南溪县连

界；南靠筠连；西与宜宾县接壤；西南与云南省盐津县交界；北滨金沙江，长江与宜宾市隔河

相望。面积约1，425．04平方公里。地跨北纬28。11 7——28。47 7，东经104。21 7——104 448 7。县

境由东北向西南斜长形。南北长约66公里，东西宽约45公里，蜂腰部约17．3公里。全县共辖

6个区，4个镇，44个公社．25个集市，309个大队，2，591个生产队。1980年年终统计，全

县共有95，146户，456，350人。其中：男232，611人，女223，739人。农业人口421，161人。多为汉

族，还有苗族1，887人，回族627人，藏族7人，彝族5人，哈尼族1人，其他未识别民族1人．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320人。

县人民政府驻文江镇(北纬28。23 7，东经104。33 7)。北距宜宾市63公里。

郡南广县地”。此二者，皆言高县古为夜郎之域。明礼部侍郎周洪谟力辩其非，他在《辩六县

阳、江阳，朱提等县皆夜郎小邑⋯⋯即是而观，则使(夜)郎旁小邑非夜郎属国，而叙嘉所

1一¨



叙州府。领归化、绥来，安宁，定边乡，共27甲。民国元年(1912)废遭制直属省政，三年

(1914)复由下川南道改属永宁遭。二十四年(1935)改属第六行政督察区。领1镇，31

乡。三十四年(1945)六月划沐爱等14乡置沐爱设治局(1948年11月升为县)。I白49年12月和

平解放。属川南行署区宜宾专区。1950年2月沐爱县并归高县。辖5区、2镇，30乡。1951

年2月民主建政时，将第二区分为第二、六两区；划大乡为小乡，辖6区、l镇、47乡。1952

年1月四维乡分设光明镇，四烈乡分设红旗乡。7月将第四、五两区分为第四，第五，第七

三个区，沭爱乡分为沐爱镇．中心乡，腾达乡改为镇。1953年初腾达镇复为乡，7月庆符县怀

远乡划归高县，lo月将第四、五、七区，1镇，21乡(即原沐爱县地)划归筠连县，并将第

六区改为第四区。1954年2月云山乡分设牛山乡。1955年3月撤销第四区，同年11月第一区

改名文江区，第二区改名罗场区，第三区改名嘉乐区。1956年2月撤区并乡，撤销3个区，

并为1镇、18乡。1958年11月公社化时，先以乡建立公社，随即并为怀远(包括怀远、腾

龙，籁棚，仁爱、云山乡)、蕉村(包括蕉村，龙潭，嘉乐．趱滩乡)，罗场(包括四维，

陈村、羊田，落润，前进乡)、四烈(包括四烈、翻身，可久、五星乡)4个公社。乡为管

理区。 ．

(2)原庆符县建制沿革

春秋战国时为“焚国地”，秦为巴郡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 04)，属南广县

地。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属石门县，次年改属盐泉县，八年(公元634)并入抚夷

县。隶属戌州，玄宗天宝中置羁縻曲州后省入开边县。宋初复置曲州，政和二年(IIl2)改

置祥州，并置庆符县(州县同治今庆符镇)、来附县(治今来复渡)，宣和三年(1 12I)州

废，撤销来复县并入庆符县。隶属叙州。元因之。明洪武十年(1377)省入宜宾县，十三年

(1380)复置庆符县。隶属叙州府。清因之。属川南永宁道叙州府，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名

下川南道。清末领易俗，安定．永宁、古祥四乡。民国元年(1912)废遭制，直属省政，三

年(1914)复由下川南遭改为永宁道，二十四年(1935)改属第六行政督察区。l 949年12月解

放，辖中城镇和2I乡。1951年2月民主建政，划大乡为小乡，辖5区、1镇，44乡。1952年

6月将南岸．南广、七星和盐坪乡的部分村划归宜宾市，同年5月增设第六区。1955年4月撤

销第六区，11月第一区改名符江区，第二区改名来复区，第三区改名月江区，第四区改名祭

天区，第五区改名沙河区，1956年2月撤区并乡，辖来复、月江，沙河3个区和符江，沙河

驿镇及21个乡。1957年2月冠英乡划归宜宾县。1958年5月划大益乡给宜宾市，将五星乡并

入祭天乡，同年冬，公社化时，以乡建立公社，随后将南屏、葳芦，石龙3个公社并为上游

公社，祭天，世和．福汉公社并为胜天公社，河沙镇与凤凰乡并为沙河公社。辖3个区，符江

镇和15个公社。

1959年10月庆符，高县合并，仍称高县，撤销部分公社建区。辖嘉乐，罗场．四烈。符

江、来复，月江．沙河7个区，城关，符江2镇和31个公社。1961年8月怀远公社分为腾

龙、白庙、籁棚，云山，仁爱，文江公社和怀远农科所，设怀远区。同时撤销嘉乐区．将所

属嘉乐．趱滩公社划归怀远区；蕉村，龙潭公社划归罗场区。月江区拘胜天公社分为胜天，

红岩，福汉，世和公社。1962年4月四烈公社分设红旗公社，怀远农科所改为公社。i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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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大益公社从宜宾市划归高县，沙河公社分设沙河镇。1964年8月从宜宾市划南广镇和南

广，古叙公社归高县。共辖怀远，罗场．四烈，符江、来复。月江、沙河7个区，城关，符

江，沙河，南广4个镇和44个公社。1978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并为前进，怀远、云山．嘉

乐，罗场，蕉村，陈村、可久、四烈，符江、来复、潆溪、黄沙、大窝，月江、胜天，大

益，南广，沙河、复兴等20个公社和城关镇。1980年4月恢复原区、镇、公社建制。未恢复

四烈区，所属五星公社(今清潭公社)划归罗场区；可久，四烈、翻身、红旗公社划归符江

区。罗场区的前进公社(今宋江公社)划归怀远区。共辖6区、4镇、44个公社。

(二)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本县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山区的川南低中山区，地势为北低南高，东西高于中部。南部有数

列东北一西南条状低山，海拔500一1000米，山脊峰顶多超出I，000米。县内最高点在南部边

境羊田公社一把伞，海拔I，252．1米，最低点在北部边境长江边，大益与南广公社交界处水流

溪，海拔262米。因与滇黔地台相接，受川东弧群的影响，多褶皱，形成“四背三向”。即

由四条背斜，三条向斜控制。平坝极少，面积约为245，633亩，占总面积的12．4％；丘陵面

积866，633亩，占总面积的43．7％；低L【J面积869，535亩，占总面积的43．88％。．

(2)地质构造

区内地质构造属滇黔Jll鄂台坳的娄山陷褶束中之古蔺凹褶束，主要是古生代的坳陷区，

印支运动上升隆起构造特征，界于四川中台与滇黔川鄂台坳的过渡类型，构造线为北东一南

西间，或北东渐转为东西间之弧形褶皱，断裂不发育，仅有局部小型逆断层。县内出露地层

从上古生界二迭系到中生界三迭系、侏罗系及新生界自垩系和第四系等。在这些地层中矿产

有烟煤、无烟煤，铁，硫铁矿、紫砂陶土，铝土、石灰石，方解石，金．铜、绿波缕石、云

石、石英，重晶石，白兰岩、冰州石等。

(3)地震情况

根据地区历史文献资料记载，1912年2月曾出现过7级地震，以后曾发生过十几次5—

7级地震。根据国家地震局新编制的全国地震裂度区划图．高县定为6度区。

(4)土壤

地表土壤主要有中性紫色土和微酸性黄泥土。紫色土主要分布于北部丘陵，西部低山区，

有机质含量约l呖，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南部低山多为微酸性，酸性黄泥土，适宜于茶叶生

长。山区还有冷砂酸性红壤和中性棕壤。坝区、浅丘还有微酸性红砂大土，中性红砂小土等

等。

(5)水利资源

全县平均年地表径流量约l o亿立方米，人平2，200立方米(低于全国水平)。共有小河溪54

条，除3条属金沙江、长江水系外，其余均为南广河水系。南广河发源于云贵高原，自县境

东南流入，豌蜓中部北流，贯通全境，至南广镇注入长江，县内流程约88公里。据福溪水文站

资料，最大流量3，93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8．59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90．05立方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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