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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革。地名的

命名和更名，则又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

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过去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和其它

多种原因，使一些地名存在着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或带有民族偏见，有的错位、

错文、图实不符，较多的民族语地名，存在着译音不准或读音各异等混乱现象，给人们的社

会活动带来许多不便。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

的有关文件精神，于1981年4月至1982年底，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名从主人和保持地名相对稳定的原则，对全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

称、重要的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以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称

等，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在整理完成图、文、表、卡四项地名成果资料的基础上，

编辑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地名录》，以及西昌县、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县、德昌

县、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冕宁县、越西

县、甘洛县、美姑县、雷波县地名录，提供各部门、单位和人民群众使用。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地名录》辑录了州、市地图、市区街道示意图I州、市概况，

各级行政区划和主要自然实体，部分人工建筑和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的概况或材料以及部

分照片，各类地名简表，州、市政府有关公告，西昌市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等内容。本地

名录引用的数据，州部分：人口数为1982年人口普查实数，其余为步I,I统计局1981年底年报。

市部分：有关地名数为地名普查实数外，其余为市统计局1980年底年报。州，市地图，因有

些地方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地名录》和各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全州长期遗留下来的

地名混乱现象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开始走上了各类地名称谓、书写和统一管理的轨道，为

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地名资料。各级行政

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在使用本州地名时，都应以地名录的标准地名(含民族文字、汉语

拼音)为准。不得乱称、乱写、乱用。今后凡需命名、更名地名时，必须严格覆行报批手

续，方能生效。

编辑地名录是一件新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地名录无论在内容、分类、

排列以及文字等方面，都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使用单位和广大群众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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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

一、基本情况
■

’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北纬26。03，,'--29。I 8t，

东经1 00。03 7"---1 03。52 7之间。北接雅安、甘孜两地州，南连渡口市，

东北与乐山、宜宾两地区接壤。东西分别与云南省为邻，面积60，1 14

平方公里。自治州首府设西昌市，海拔1 590米，西昌彝称“拉补峨

卓矽，是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距省会成都557公里。

历来就是四川往来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之一。成昆铁路纵贯凉山

南北，民航客机来往于西昌～成都之间，交通较为方便。

自治州辖西昌市和西昌、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德昌、会

理、会东、宁南、普格、布拖、金阳、昭觉、喜德、冕宁、越西、甘

洛、美姑、雷波、等18个县、市，99个区，8个镇，689个人民公

社。

自治州境内居住着彝、汉、藏、回、蒙古、苗、傈僳、纳西、布

依、傣、壮等十多种民族。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治州共有

人口323．8万余人。其中彝族1 33．6万余人，占总人口的41．3％；汉族

179．97)-余人，占总人口的55．6％；藏族4．46万余人，蒙古族1．11万余

人，回族1．33万余人，纳西族1。04万人，苗族8，145人，傈僳6，608

人，布依族3，460人，傣族1，825人，壮族805人，共占总人口的3％

以L。



二、历史沿革

美丽富饶的凉山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地区，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

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唐、宋、

元、明、清历代都先后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这块地方设置郡、州、司、

府。以及县、路、卫、厅等。汉称越锅郡，隋唐称倩州，南诏称建昌

府，元称罗罗斯宣慰司(下置路、州)，明为四川行都司(下置卫、

所)，清为宁远府，民国称宁属。其辖地虽然时有划进、划出，但大

体上就是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范围，即“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

江，东抵鸟蒙(今云南昭通)，西迄盐井(今盐源)，”只不过是名

称不同而已，自治州首府西昌，多为历代郡、州、司、府的治所。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蜀人司马相如受命出使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认为邛律；即今西昌、汉源一带可以设置郡县。《史

记·司马相如列传》说： “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律、冉、缆、斯

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辟柯为微，通

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司马相如此行沟通了汉朝和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的交通往来，为古代凉山地区行政区划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

笮侯，冉咙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倩郡，斧都为沈黎郡，冉

珑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越倩郡，汉武帝置于元鼎六年

(公元前1 1 1年)，辖金沙江南北十五县。《汉书。地理志》记载，

越偶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 1 1年)开，(王)莽日集苣；，属益

州(应劭日： “故邛都国也，有倩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

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邛都、遂久、



灵关道，台登、大律、姑复，定锋，会无，筇秦，三绛、苏祁，阑，

卑水、潜街、青蛉。 、

三国蜀汉时期，中央王朝仍在凉山设越甾郡，设治和汉代基本相

同，只是在东部今屏山县境增设了新道、安上及雷波县境增设了马湖

等三县。其时，遂久、姑复、青蛉等三县已由越倩郡划属云南郡。

晋代凉山仍为越信郡，西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越揣郡迁始

会无，辖会无、邛都、台登、定斧、卑水、护龙、苏利(苏祁)等七

县o‘

南齐在今凉山建立越倩僚郡、周武帝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开

越侑地于倩城(今西昌)置严州，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改名西宁

州，后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倩州。大业初年复称越倩

郡，这时辖越倩(今西昌市)、邛都、苏祁、可泉(今德昌县)、邛

部(今越西)、台登等六县。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越倩郡为倩州，州治仍为越倩(今

西昌)。盛唐时期，．倩州辖越倩、邛部、西泸(今德昌县)、台登、

昆明(今盐源县)、会川、苏祁等七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蓦

州改称越{骜郡，依旧为都督府，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称倩州。．

凉山东部雷马屏地区为戎州所辖羁縻殷、驯、骋、浪四州之地(驯、骋、

浪三州在今雷波县境内)。

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南诏地方政权改倩州为建昌府，改昆

明县为香城郡，立会川都督府，又称清宁郡，不久即改称会同府。

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恶其地数乱，将大渡河以南

的地方全部放弃。《寰宇记》记载，宋太祖曾以玉斧划此河说： “外

此，吾不有也"。在整个宋王朝三百多年中，凉山属于大理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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