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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日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编辑出版地名录，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项

基础性工作。它是国家行政管理水平的一个标志，是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化

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体。本地名录出版后，即作为国家一切工作使用地名的法定依据。

德昌县于1946年建县，历史上多为西昌属地，有关历史沿革、民族变迁等情况，史书上

很少记载。解放后，本县各级行政区划曾多次分，并，撤、建，变动颇大，原有地名亦较混

乱，如t重名较多，混淆不清，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用字不当，含义不明，有

的传讹、写错，改变了原有含义，有的甚至带有歧视少数民族或侮辱劳动人民的色彩。部分

大队又是以序数命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

混乱。地图上，有的标注与实地名称不符，或错位，错音，错字等等。因而给社会主义四化

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贯彻四

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名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从1981年7月

开始，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1，050条地名进行了普查。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成就、尊重历史、尊重兄弟民族，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易读易写简明确切

的原则，对部分地名进行调整或重新命名，对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作了更改。计新增地名

357条，删去不复存在的及失去地名作用的地名30条I改正错字154条，错音4条，更名62条，

共220条，占图上地名的21％。命名，更名行政区划名称79条，其中更名区2条，更名公社10

条，更名镇一条，更名大队66条I命名街一条，路4条。基本上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

求。1983年2月，我们按规定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

名概况)上报，业经州，省检查验收。在此基础上，我们编成了《德昌县地名录》，这是解放

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的丰硕成果，是我县自古至今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的总结，从此结束了

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状况，亦为今后编纂县志，地方志提供一部分较为完整的，

标准的地名资料。

‘1)



本地名录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5万的全县地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

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名，收集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41篇，辑录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

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大型人工建筑等地名共1，377'条。对每条地名
’口

加注了汉语拼音，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和民族地区自然村加注了民族文字(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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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大部分依据1980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1人口

数依据公安部门1980年统计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一般截至1980年底为止。

今后，凡是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德昌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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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昌县概况

德昌县位于四川省西南方、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南部。地处东经

101。547--102。277，北纬27。067--27。357之间。东以螺髻山顶与普格县

分界；东南与宁南县为邻；西南与米易、会理两县毗连；西隔雅砻江与

盐源县相望；北与西昌县接壤。总面积2，200平方公里，合330·00万亩。

1980年底，总人口140，291人，其中：汉族109，682人，彝族26，369人，

僳僳族3，877人，回族349人。农业人口共123，732人，占总入口的88．9％。

县辖一个镇，两个民族区、28个公社(其中民族公社14个)、134个大队

(其中民族大队50个)。县城位于县境内中部的安宁河畔，北距州府西

昌64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德昌，海拔1，380米。

(一) 历史沿革

德昌吉称香城，亦名凤凰城。原有_．说：一说这里古代为原始森

林，有凤凰栖息，凤凰饮水之处名香泉。另一说，德昌城街与近邻之仓

圣宫，李所、小坪地连观，形若展翅之凤凰；又城之西北有杠香沟，源

出一泉。水味甘香，故名。

历史上德昌为邛都县(今西昌)属地。《四川郡县志》载：秦汉为

邓都国。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越篇郡，属益州。邛都县为越赢
／

j．：=
一

(寻)



郡治。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置越意县，为严9、14：!}'I'I治。唐武德元年(公

元618年)为恁州，设中都督府，治越磊·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没于吐

著。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复之。懿宗时(公元860一873年)蒙诏(即

大理国)立城日建昌府二．宋太祖“玉斧画河一，大渡河以南的儒州遂属

段氏(彝族)所有。元宪宗时(公元1251--1259年)内附。“至元十二

年(公元1275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J,14--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

罗罗宣慰司以总之。刀(《元史》卷六十一)

隶罗罗宣慰司之路府，一日德昌路，在建昌西南，安宁河右岸。至

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立德昌路民屯，发编民二十一户。”“二

十年(公元1283年)，始立军屯，发爨．．燹军人一百二十户o"(《元史》

卷一百)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八月辛酉，罢德平、定昌二路，

置德昌军民总管府。"(《元史》卷十四)盖取德平路之“德"，定昌路之

“昌"，并二字为路名o
’ √ ，’ 一

√“德昌路军民府⋯⋯汉邛都县地，唐没于南诏。路在建昌西南，所

居蛮号屈部。元至元九年内附。十二年，，立定昌路，以本部为昌州o．．．⋯”

二十三年，罢定昌路，并入德昌路，治本州葛鲁城，领州四。嚣一日“昌

州⋯⋯-路治本州。初，乌蛮阿屈之裔浸强，用祖名为屈部。其孙乌则，至

元九年内附。十二年，改本部为州，兼领普济，威龙，隶定昌路。二十

三年，罢定昌路，并隶德昌。”二日“普济州⋯⋯”州在路西北，夷名圩

旬。昔为荒僻之地，泸鲁蛮世居之，后属屈部。至元九年，随屈部内附。

十五年，于牙甸立定昌路。二十三年，路革，改隶德昌。力三日“威龙

州⋯⋯砂l、I在路西南，夷名巴翠部，领小部三，一日沙娲普宗，二曰乌鸡

泥祖，三日娲诺龙菖蒲⋯⋯”至元十五年，合三部立威龙州，隶德昌。"

四日“德州⋯⋯”在路之北。其地今名吾越甸，城日亦苴龙，所居蛮苴

郎，以远祖名部日揪。宪宗时内附。至元十二年，立千户。十三年，
‘1)



改为德州；隶德平路。二十三年，改隶德昌‘：秒(《元史努卷六十一]i‘‘

《四川郡县志》载：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建昌卫，德

州改德昌府。属云南布政司，俄改属四川行都司。二十七年(公元1394

年)，废德昌府。置守蔡德昌干户所，在卫城南一百四十里，治今西昌

县西南。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改昌州、普济、威龙为长官司，与

守梨德昌千户所同属建昌卫。 、

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改建昌卫为西昌县，为宁远府治。同

治九年(公元1870年)，置德昌所。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拟议于

德昌设县，未成。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裁西昌县并入宁远府。民国

二年，去府存县，于德昌设分县(亦即德昌镇)，改巡检司为县佐，属建

昌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改德昌

镇为西昌县第三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戈【『入西康省。民国三

十年(公元1941年)，成立德昌设治局。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正

式建立德昌县，属西康省。解放前，县辖两个区，一个镇、9个乡。

1950年3月26日，德昌县解放a全县设8个区、一个镇，27个乡(农

协会)。1951年建立迷易县(今米易县)时，从德昌县划去3个区、9个乡。

1952年土地改革结束时划乡建政，全县设6个区(包括龙窝、煌猷两个彝

’族自治区)、29个乡(包括8个民族乡)。1955年；西康并入四川省，德昌县仍

属西昌专区；县辖4个区、27个乡。1956年，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增

建铜厂：南山、大坪、三合等4个民族自治乡，直接属县管辖。1957年，

撤去城关，乐耀两个区。1958年汉区建立人民公社时，两个民族乡和4个

直属乡分别并入汉区公社，全县共设10个公社、两个民族区、’6个民族

乡。1959年，德昌并人西昌县后，改为德昌区，属西昌县。1960年，罢

德昌区，由西昌县派工作组(设临时办公室)处理德昌事务。1961年，又

设德昌，乐跃两个区，并增建两个公社。1962年lOyJ，经国务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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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置德昌县。撤去德昌，乐跃两个区，恢复两个民族乡和4个直属乡，并

增建金沙民族自治乡。全县为两个区、13个乡、12个公社。1963年，增

建城关镇和两个公社。1965年，又增建一个公社。1972年，民族地区建

立人民公社。至此，德昌县行政区划为两个区、28个公社，一个镇。

1979年；西昌地区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后，德昌县属凉山州。 ’．’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由滇入蜀，

从会理萎蓥山出虎尾沟，经德昌北上。

1935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

军(即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德昌境内，曾留宿于锦川乡瓦窑村及德昌镇

之永安宫(今德州镇二完小)，红一军团先遣部队与阻敌战于乐耀半站

营和沙坝，将敌击溃。红军路经德昌七昼夜，写下许多标语，漫画，有

些地方至今还依稀可见·

(二) 自然条件

， 本县地处康滇古陆的中段、横断山脉东部边缘的安宁河谷地带，位

于川滇南北地震构造带的北段。穿过县境内的有该构造带的雅砻江断裂

带和安宁河断裂带，另有一组(约3—5条)北西一南东向的次一级小断

裂带，与安宁河断裂带交汇于县城附近二属地震烈度七度区。历史上，

县境内仅1951年发生过一次5．5级破坏性地震和几次弱震，均在雅砻江

断裂带上。地质构造复杂，多为背斜山。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二迭系、

三迭系，震旦系一前震旦系等·主要岩层有紫色泥岩，紫红色粗砂岩、

花岗岩、辉岩、辉长岩、石英闪长岩，变质的干枚岩，板岩，零星分布

有峨眉山玄武岩，石灰岩，片岩、第三纪砂页岩和粘土岩等·安宁河

中、宽谷平坝地区，阶地发育主要分布有第四纪的河流冲积物和洪积

物。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侧高山绵延，中为狭长河谷。境内山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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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面积的76％，丘陵占20％，平坝仅占4％。最高为螺髻山峰，海拔

4，359米；最低是热河公社的热河口，海拔1，120米。主要山脉与河流，

都为南北走向。东部之螺髻山，山体浑厚，嶙峋峻峭，树木苍郁，山脊

海拔高度多在3，500米以上，且自然资源丰富，原始生态保存完好，是有

待开发之旅游区，西部为牦牛山脉南延部分，自北入县境，山势南趋，

终极于本县西南安宁河与雅砻江合流处。安宁河水流湍急，于两山之

间顺势南下，沿道纳10余条山溪小河之水，纵贯全境，经米易县流入雅

砻江，境内流长76公里，是本县最大的河流。汇入安宁河的两条主要河

流茨达河(苦马河)、老碾河(芦苇河)，在县境内流长分别为52公里和15

公里。安宁河众多的支流，为县内各种用水的主要来源。但由于流量季

节变化太大，旱季经常断流，雨季则河水暴涨，几至成灾，这些都有待

于整治后充分利用。雅砻江由北而南流经西部县界，长约50余公里，河

床低，水流急，流量大。但阶地狭小，缓坡不多，不利耕作，目前仅为

木材水运之河道。在高山与河流之间形成的河谷地带，海拔为1，150一

1，600米。茨达河口以下是宽谷与狭谷相间，另在一些地区形成范围不大

的河谷盆地，如巴洞、六所、小高、乐跃、锦川、永郎等地。在宽谷地带，河

床宽浅，其外侧分布着广阔的河谷阶地和山麓洪积、冲积扇，然后过渡

到坦缓的山坡。这些地方土层深厚，便于灌溉，是农作物的主要产区。

县境内河谷平坝地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除高山较冷外，一

般冬暖夏凉，日照充足，雨水适量，无霜期长，云淡天高，月亮大而明

朗，有“四季无寒暑"之说。年平均气温17．6 oC。一月份平均气温

10．2。C，七月份平均气温23．1。Co年降雨量1，037．6毫米。但降雨期分配

不均匀，76％集中在6—9月，11月至次年的4月，降雨量少者为5毫

米，多者不超过18毫米。亦即夏秋多雨，春季少雨，冬季基本无雨。年

平均日照时数为2，162．3小时，占49％，干季半年晴天多，日照达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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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太阳能量多，相对湿度小，水面蒸发大，气候干燥。．全年无霜期

约286天。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为风季，最多风向为东南风，次多风

向是偏北风。由于东、西两侧山高，河谷狭长，故多偏南大风。干季风

大，每天都在五级以上。八级大风每年有60天以上。年平均风速3．4米／秒。

(三) 经 济 概 况

解放后，本县农村经济逐步繁荣，促进了各项生产发展。1980年全

县国民生产总值3，231万元，比1949年增长2．86倍。

农业：全县有耕地面积185，987亩(农业人口每人平均1．5亩)。其

中。水田123，479亩，多数分布在平坝，河谷地带，土质较好，多为红

壤土，旱地60，344亩，大体分布在丘陵和缓山坡，多为黄棕壤土。农

作物以粮食为主，水稻占粮食总产的72．57％。其次是小麦，玉米、豆

类和薯类。经济作物主要是甘蔗，兼产油菜、花生、芝麻和草烟，但数

量不多。畜牧业主要是毛猪，重点是水牛。德昌水牛素以体型大、拉力

强，耐粗饲，役用性能好、繁殖率高而享誉全国。1980年生猪出I]巴27，188

头，年底圈存68，000头，牛存栏25，488头，其中水牛14，856头。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三十年来，不断进行农田基本建

设，特别是兴修水利成绩显著。全县共有各种水利工程1，456处，其中

有灌溉万亩以上农田的大堰一条，灌干亩以上的渠堰25条，小型堰沟

918条，总计蓄、引、提水7，974万立方米。此外还筑有蓄水塘739口，

建抽水机站35处。总计有效灌溉面积14．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6．59％．。

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1，118万斤，其中：水稻7，597万斤，亩产648

斤；小麦1，624万斤，亩产255斤。农业总产值2，148万元(其中：农业1，315

万元，林业407万元，牧业96万元，副业327万元，渔业3万元)o山区、农

村植树造林近17万亩，其中经济林木2．46万亩，主要是油茶、花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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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树和果树。果木品种有柑桔，梨子、蜜桃、板栗，核桃等。老碾

公社出产的无核黄果，经原西昌地区柑桔鉴评会鉴定为良种，以果大、

无核、质优而著称，已在县内推广。本县出产药材120多种，以茯苓、党参、

牛膝、防风、龙胆草等为大宗。年产量约120万斤o 1980年，全县征购粮

食1，976万斤，议价收购539万斤。社员入平分粮554斤。集体农、副业总

收入1，794万元。社员人平收入145．62元。社队企业总产值180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的8．37％。此外，农村储蓄水平也相应提高，1980年全县社

员人平存款10．22元o

．本县森林、矿藏资源较多。森林面积125．4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36．15％。树种以云南松为主，栎木、冷杉次之。用材林蓄积量约1，000

万立方米。解放后，国家即在此地设立木材购销站，伐木场、木材公司

等机构，从事采伐和经营。1956——1980年，已为国家建设提供各类木

材约13万立方米。据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实地考察材料证明，德昌县

是我国特有杉木属植物自然分布区域之一。“德昌杉"为珍贵，稀有树

种，具有很高的生产力、稳定的遗传性状，优良的遗传品质，不仅在栽

培上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而且在林木育种方面亦是新的良好育种材料。

矿藏方面，有铁、铝，锌，矽石等10多种。现正开采的有永郎的矽石

矿、瓷土矿以及老碾的铁矿。历史上，今锦川公社的金洞子淘过金，银

鹿公社的银厂沟采过银，铜厂公社的铜厂坪炼过铜，乐跃公社的二道沟

挖过铁。原德昌安宁河上的铁索桥一凤凰桥，便是清光绪年间采二道沟

之生铁用土法炼制后建成的。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极少数分散的小手工业户和小作坊。解放

后，工业发展很快，现已有森工、采矿、电力，化工、机械、水泥，砖

瓦、造纸、自来水、木材加工、粮食加工、酿造、食品加工以及铁器、

五金，木器、缝纫，印刷、土染，梳花等行业共20个。计州属6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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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6个，二轻集体厂(社)8个。永郎矽石矿原系县属厂矿，现已改属四川

省峨眉铁合金厂，为该厂的一个配套车间，拥有二部分现代机械设备，

年产矽矿石7．4万吨，供冶炼矽铁用，年产型砂2，000吨，供铸造用。

1980年，县办工业总产值1，015万元，比1949年增长126倍。主要产品年

产量为：木材8，032立方米，发电量285万度，水泥3．，458吨，松香，松

节油共772吨，饮料酒533吨(其中粮食白酒481吨，果汁酒52吨)。

由于本县气候温和，降雨适量，适宜甘蔗生长，且甘蔗所含糖分高达

12—13％。为更好地发展这一农业经济优势，1982年4月，在本县乐跃公社

境内，新建一座日榨甘蔗500吨的糖厂，并附设一个日产酒精5吨的车间。

交通。解放前，除去一段过境的公路外，仅有一些驮运道，崎岖难

行，运输困难。解放后，主要干线有川滇公路和德(昌)盐(边)公路，过境

长度分别为70公里和42公里。川滇公路沿安宁河东岸纵贯县境，通连

麻栗，五一，小高，乐跃，锦川、永郎等6个公社。德盐公路则近县城向

西南方向延伸，经王所、巴洞，宽裕，茨达等4个公社，绕道米易县的普

威而后至盐边县o 1970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纵贯县境，设有火车站

7个，不仅与外地的联系更为方便，前人“北达京畿，南通蒙诏"的夙

愿，也才真正得以实现。此外，县内还先后筑成通往偏僻公社和民族山

区的公路4条，总长88公里。每天有4路班车往来于城乡之间。不少社队

之间，队与队之间亦自修起简易公路或机耕道。

解放前，县内无一座电站。解放后，大力开发，利用水力资源，

县，公社、厂矿陆续建成1，000珏以上的水电站2座、小型水电站40座，

总装机容量达5，213砝，为1958年的36．2倍o 1981年发电量达687万度，为

1958年的49倍。不仅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动力，而且供全县26个公社、

122个大队，近600个生产队的住户照明，为国家积累较多的资金。

商业：解放后，本县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社员、职工收入增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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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不断提高。加以地处成昆铁路和川滇公路中段，交通运输方便，促进

了市场繁荣。1980年，全县有各种商业和饮食服务机构(包括农村各类商

业网点)565个，经营和服务人员1，557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90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1949年，全县仅有初中一所，学生74人；小学32所，在校学

生不过干余人。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本没有学校o 1980年，巳发展到有高中

一所，。初中18所，小学175所，少数民族地区办有初中2所，小学68所。

教职员共1，129人，在校学生总数29，830人，[：[51949年增长27倍。

文化、体育；解放前只有一所极为简陋的民众教育馆和一家小股合

营的“文友书店"。解放后，文化事业发展较快，县有文化馆、电影公

司、新华书店各一个·城内有电影院一所，可供演出的会场一所。农村

有公社文化站4个，电影放映队23个，有线广播线路已遍及各公社。体

育方面，县建有业余体校和灯光球场。农村，城镇，学校，厂矿亦多建

起球场和其它体育活动场地。县城附近新建有电视差转台一座。

卫生：全县有全民所有制医疗、防疫机构9个，病床215张，集体所

有制医疗卫生机构28个，病床141张。共有医务人员500余名。农村有合

作医疗站105个，赤脚医生303人；接生员60人，卫生员84人。1971年，

县办卫生进修学校一所，现有教职工14人。已培训农村赤脚医生1，059

人次，附设门诊部一个，对外服务。为了防止传染病流行，解除麻风病

人的痛苦，本县于1956年建立康复院一所，医务人员和职21210人，设病

床152张。治愈出院的病人已有80人。

本县从1958年开始对血吸虫病进行摸底调查，1959年、1970年先后

两次大规模普查，全县有14个公社(镇)．．51个大队流行血吸虫病。原有

钉螺面积453．58万平方米，血吸虫病患者14，612人。经深入病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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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显著，现已灭螺220．5万平方米，占48．6％，治愈病人13，394人，

占91．7％。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县计划生育工作取得较大进展。1980

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8．30／00。计划内生育率为69．8％，领取独

生子女证者亦在逐年增加。

(五) 名胜古迹

德昌古道：此为古驿道，位于安宁河东，与今县境内之川滇公路交

错并行，时断时续。在麻栗寨、小高桥、半站营、乐跃、锦川等地场

口外，至今尚存青石铺就的古道遗迹，半站营南面一段古道尤为明显。

197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来此地考察，据判断，德昌古

道修筑时间当在三国(公元221年)以前o

大石墓遗迹。1978年3月，西昌地区博物馆和本县文化馆在县城西南

五一公社果园大队的什所村、果园屯，联合清理、，发掘了两座古墓。两

处古墓皆用巨大的块石嵌砌成长方形的墓室，建筑谨严，。规整，雄伟。

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随葬器物(明罐、铜箭簇’：铜手镯，铜小削刀、骨

质管形珠、绿松石珠等共18件)?初步判断为战国(41元前475年)前后

到西汉(公元前)时期所建。此大石墓属古代西南某一民族遗存的文

化，分布在安宁河流域一带，本县境内曾发现多处，是我国古代建筑史

上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o

出土文物，1975年，N JI]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沿安宁河流域

进行考古调查，曾在县城东北的锁田坝和五一公社果园大队的什所村，

发现汉瓦，继而发现石凿、石斧，钻孔石刀残片和制造石器的砺石等

物，又在城北方家公社沙坝大队的响水沟附近，发现石刀。1979年，城

南六所公社驻地附近八发现石斧：．据考察；均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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