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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

发展变化。地名普查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科学性强，与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有着

密切的关系，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变换更替，使我县地名有的

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用字不当，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名称不一

致，或错位、错字，错音，加之全县大多数大队都以序数为名，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时

期，大搞地名“一片红’’，使地名更加混乱。这些事实都给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公安户

籍、交通邮电、新闻出版、战备人防、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我们从l 9 8 0年l 2月中旬开始，至

1 9 8 1年5月止，以五个多月时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587个大

队，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群众习惯，保持地名稳定，进行了命名、更名。即对以序数为名的

431个大队进行了命名，对重名的37个大队进行了更名，其它更名40个，以上共命名和更名
，

508个，占总数的86．5％。还有正紫区更名为新桥区，五一公社更名为双石公社。同时以

l：5万地形图(1960年一1967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4，654条，纠正错位49条，

错字983条，错音768条，删去65条，共计纠正1，865条，占图上地名3，580条的52．2％，新增大

队以上行政区划和主要地物名称1，074条。通过上述工作，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

的要求。我们于l 9 8 2年7月按规定誊抄完成地名普查的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

及文字概况等四项成果资料，经自贡市地名办公室验收上报。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解放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工作做得较细
●

致，调查较深入，收集的资料也较丰富，整个成果资料，都经过了有关部门校核和审定。我

们认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

根据省．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荣县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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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是根据这次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20万的荣县

地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98

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

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等地名共4，589条，对每条地名加注有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

地名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耕地、面积是县农业局1 9 8 2年元月的数字，人口数是县公安

局1 9 8 0年统计年报，工农业生产的产量及产值，是县统计局1 9 8 0年统计年报，气象

资料，是县气象局1 9 8 0年1 2月的资料，其余为县级有关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数，为1 9 8 1年5月地名普查时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荣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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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县 概 况

荣县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自贡市西北部。地理座标l北纬29。08 7—29。38’，东经104。03’

· 一104。40’。县境东邻威远县，贡井区，南接宜宾县，西连犍为、井研县，北界仁寿，威远

县。全县东西长60．2公里，南北宽55．1公里。面积I，953平方公里。1980年底恩人日804，490

人，比1949年增长39．8％。其中：男41I，lill,，女393，379人。总人口中，农业人口757，669

人，比1949年增长48．2％。民族主要为汉族，还有回，彝、藏，羌等少数民族。现行政区划

辖7区l镇，70个公社，587个大队，5，001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地理座标。
二

北纬29。27’，东经104 425’。海拔346．39米。

’

历’ 史 沿 革
●

h

荣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开发较早。据《荣县志》载。荣在昔为青阳国。《汲冢古文》

说。少吴名清，帅鸟师居西方。清，就是青阳。西方，就是蜀。又清朝张澍作《蜀典》引荣

县青阳门记说：荣南门外有青阳洞。县境有荣德．荣梨，荣隐--=LLl，唐置州，宋设县，均以

荣德山得名，古称三荣。荣之著名应在唐朝之前。周慎靓王五年，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

元前316年)，秦灭蜀国，荣隶属南安郡，秦时荣为南安县。汉初荣疆南安侯国。据《史记》

高祖功臣表： “六年(公元前201年)三月庚子封庄宣虎为南安侯"。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

前135年，荣属犍为郡南安县。蜀汉(公元214—263年，时，荣境属江阳郡。《元和志》与

《太平寰宇记》的荣州下皆云：汉南安县地，公井下云：江阳县地，今荣东境尽属江阳郡。

西晋(公元265—41 9年)时荣境仍属犍为郡南安县。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分南

安地置冶官县，荣境因有铁山产铁，故为冶官县。刘宋为冶官，南齐如晋制，荣为冶官如

故。南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荣侨置南安郡。领南安，华阳，白水．乐安，桓道。郡治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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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今县西来牟铺，有古南安县碑)。南朝梁(公元502—556年)南安郡，县，冶官县如

敝。北周废南安郡，县。置公井镇。《元和志》周武帝(公元561—565年)于此置公井镇

(今贡井区)，以大公井得名。北周(公元557—580年)荣为冶官县如故。隋初(公元589—

617年)荣地设大牢县属资阳郡，冶官县废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于汉南安地，置大牢镇．十

三年f公元593年)改镇为县，县界有大牢溪故名。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复设咨官

县(冶误咨)隶属犍为郡。治所设今县西来牟铺。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划资阳郡

的大牢。威远二县于公并镇置荣州，取界内荣德山故名，隶属剑南道。同时改公井镇为公井

县，治公井(今贡井区)。时领公井、大牢、威远三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荣州仍属

剑南道，治公井。分大牢县之一部又置旭川县，治所今城关镇，因以盐井号旭川故名。同

年，分威远置婆日、至如。大牢县治所，迁往旭川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处。二年(公元628年)

以沪州之隆越来属，时领大牢，公井，旭川．威远、婆日、至如、隆越。六年(公元632年)

州治自公井徙治大牢，割嘉州之资官来属。时领公井、大牢、旭川、资官，威远，婆日、至如，

隆越八县。八年(公元634年)省婆日、至如、隆越并入威远县。又以沪州之和义来属。荣

州改领大牢、公井、旭川，资官、威远、和义六县。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州治从大‘

牢徙治旭川(今城关镇)。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省云州及罗水、云川、湖连三县入大

牢县。按云州与三县，乃唐初暂设之羁縻州县，地在专宜宾北境与野客山一带。玄宗开元元、

年(公元713年，荣州置都督府，都督樊侃。都督府辖十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州改。

为和义郡，更大牢为应灵县。州县治旭川(今城关镇)。时领：旭川、应灵，公井．资官．
●●

威远．和义。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荣州，隶剑南东道。代宗广德二年f公元+

764年)荣州隶西川节度使。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又分东西川，荣州仍隶西川。宪宗元和

元年(公元806年)荣州又隶属东川。五代前后蜀(公元90卜965年)荣州如故。州郡县治旭

川。时领旭川，应灵，资官、公井，威远、和义六县。宋朝时，州县如唐制。乾德五年(公

元967年)省和义入威远。时领；旭川、威远，资官，应灵，公井五县。资官县，今县西南正

紫公社(旧名镇紫场，。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资官县徙治今犍为县北金井公社．端拱

二年(公元989年)，荣州隶东川路。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改旭川县为荣德县，因旭

川的“旭"字与神宗御名同。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废公井县并入荣德县，时荣州

辖荣德，资官，应灵、威远四县。荣州隶属东川路．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荣州隶属剑南

东川路。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荣州隶属潼川府。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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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隶沪州安抚使．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升荣州为绍熙府．据《元史本纪，百官志》宋绍

熙一府。统六州，二十县，一百五十二镇，而宋史失载。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因兵乱，绍

熙府择地侨置(侨置地待考)。绍熙府在宝裙(公元1253—1258年)后废去。府领四县，荣德，

威远，资官、应灵。蜀因战乱，荣州制时废时立，州、县变化异常，元初废绍熙路(本荣
。|

州)，隶嘉定路。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立绍熙府军民宣抚司。司治所设今城关
＼

镇。领资，普，昌，隆四州，盘石．内江，安岳，昌元，贵平五县，巡检司十三处。至元六

年(公元1340年)，废绍熙府军民宣抚司。元末明“大夏"复立荣州、时领县四：荣德，威

远、资官、应灵。明初，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月，统一四川，升嘉定州为嘉定

府，荣德县隶属嘉定府，威远县并入荣德县。六年(公元1373年)复置威远县。九年(公元

1376年)，降荣州为荣县。十年(公元1377年)又省威远县入荣县。十三年(公元1380年)
’

又复置威远县。清因明制，仍为荣县，隶属嘉定州。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省威远县入荣

县。十三年(公元1674年)复置威远县。二十年(公元I 681年)又省威远入荣县。雍正六年

一(公元1728年)又复置威远县。十二年(公元1734年)，荣县隶属嘉定府。乾隆时，以乡为

保，荣辖四乡二十四保。清流乡：时雍，普变，循良、负宋，仁义乡：敦诗，务本、平章、

咸熙、乐利，亲贤，荣川乡：横经、大有、力田、明善，悦亲、好义，知方，睦邻，来苏

乡：恒足．执礼，慈幼、兴让、敬老，安康。清末，以甲分保，五甲为一保，计七十二保，

分十区，而城为中区。宣统三年(公元19118)，四川保路运动兴起，9月2 5日(农历

八月初四E1)，荣县宣布独立，成立荣县军政府(设在今人民政府内)。民国元年(公元

1912年)，荣县军政府更名荣县县公署，仍隶属嘉定府。二年(公元1913年)，荣县隶属上

川南道。三年(公元1914年)，荣县属建昌道。民国十二年(公元I 923年)荣辖城区、程家

镇，贡井乡、龙潭镇，五宝镇，董家乡，镇紫镇，长山镇、双古镇、东兴乡等十区又一分

区，100个团，9971手I，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取消道制，隶属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

区，荣县县公署改为荣县县政府。辖五个区，68个联保，851个保。民国二十八年(公元

1939年)辖四个区，54个乡，587个保。同年划贡井、艾叶、敦睦三乡归自贡市。民国二十

九年(公元1940年)十月，因日本飞机空袭，县政府机关迁附南乡大夫第(今观音铺村)不

久迁回原址。1949年l 2月6日荣县解放并成立荣县人民政府，属川南行政公署内江专

区。1950年初辖八个区，53个乡(镇)。1951年初，分为13个区，142个乡(镇)。同年6

月土改后，省去十三区并一区．省去九区并七区．中城镇分为城东，城西两个镇，时辖十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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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43个乡(镇)。1952年竹园乡划归井研县，又割井研县太平乡来属。同年6月又分九

区为九、十区，分一区为一、十二区，时辖十二个区，143个乡(镇)。1953年又割犍为县

五胜乡来属，废城东、城西两镇置城关区人民政府。1954年7月，荣县人民政府更名荣县人

民委员会。I 955年4月改区顺序名称，以场镇驻地命名。即城关，双石、成佳、龙潭、五

宝、乐德，度佳、东佳、长山、留佳、双古、附城等12个区，137个乡(镇)。同年秋，合区

并乡时，省双石区并入成佳、附城、乐德区I省五宝区并入龙潭，乐德区’省度佳区并入东

佳区旋改正紫区J省留佳、双古区并入长山区，将137个乡(镇)省并为65个乡5个镇(旋省

并改乡)。时辖城关、成佳、龙潭、乐德、正紫，长山，附城七个区。1956年改城关区为城

关镇(区级)，1959年将原属荣边乡划归自贡市贡井区。1961年析长山区置双古区，析高山公

社置荣东公社，析铁厂、富北公社置清白公社，析长山公社置五通公社，析度佳公社置度新

公社。1962年析东佳、新桥．雷音公社置新马公社。至此，全县辖城关镇、成佳、龙潭，乐

德，新桥(原名正紫)、长山、双古、附城七区一镇，70个公社，沿袭至今。1978年4月由

内江地区划属自贡市。

荣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同盟会和四川保路同志会曾在我县

活动。I 91 1年以龙呜剑，王天杰为首组织同志军，举起反清王朝的大旗，全县人民积极响

应。是年9月25日由吴玉章主持下，召开了荣县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正式宣布。荣县独

立，并成立了荣县军政府。为全国第一个新政权，它记下辛亥革命史册的光辉一页。

“五四力运动后，荣县人民积极开展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1924年，中共
●

●

宜宾县委委员郑佑之到五宝镇发展党员，1925年秋，在五宝建立党小组，1926年春，成立了

中共五宝党支部，1927年夏，在五宝镇成立了中共荣县县委会。是年冬，在威远县五里浩乡

下召开了中共荣县党代表大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反封反霸口号，组织地下农会，

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反封反霸的斗争。以后由子地下党组织暴露，

县委决定党员撤离县境。到1933一1936年，经过整顿党的组织，与自贡地区党组织接上关

系，始恢复党的组织。1947年又进行组织清理整顿后，加强党的战斗力，积极开展活动。荣

县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进步团体，积极开展向封建主义的斗争。荣县

地下党领导全县人民，为1949年12月6日荣县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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