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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在人们的社会

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对具有特点方位、

共同约定的语言文字代号。”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

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只有科学、准确的地

安宁和全国一样，有着光辉的文化遗产，悠久

些古代的文明、现代的成就无不寓于地名之中。自

也曾修志。然而，县内地名几经更迭，多数地名言

其本来面目；也有少数地名出现同地异名、一名多

不清、含意不明等混乱现象。尤其是解放三十六年

专著，对国家建设和行政管理十分不利。因此，一

编纂委员会并组织力量对全县范围内的地名进行了

备了丰富资料，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撰了《安宁县

的结晶，是解放后我县第一部地名史料书和工具书

为准确的地名资料，对继承和发展祖国的悠久历史

子孙后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这本书能够

邮电通讯、交通运输、旅游事业、人民生活、治安

句话，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那末这

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地名委员会的

云南大学副教授朱惠荣老师和云南省地名办顾问李

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协助，谨此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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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布《安宁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乡、县属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

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我县于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六月，进行了地名普

查，在此基础上，根据新的行政区划编辑出版《安宁县地名志》o

《安宁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的地名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迈

出了新的一步。查阅《地名志》，可以纵观全县地名的历史，了解地名的现状，掌握

地名的标准名称，分析和探索地名的形成规律，使其更直接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

人民生活服务。 ．

《安宁县地名志》所提供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所以它是四化建设及外事、

民政、生产、文史、科教、交通、测绘、通讯等各个部门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今后，各单位在称呼书写使用地名时以此为准，须更名或新命名地名，应报请县人

民政府批准，方能启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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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县地名志》是

料，广泛收集民间传闻，

一部较为完整的、具有法

编纂出版《安宁县地

灿烂文化与地名遗产；一

准确的地名依据。查阅《

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

律，为发掘我县的地理资

《安宁县地名志》共

关文字概况12篇，县地图

每条地名的书写形式标准

均有记载，并扼要反映全

建国以来的区、乡行政区

翔实，图文并茂，编排有

各部门使用，亦可供大专

和收藏。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

《安宁县地名志》志

要以区镇行政区划为单位

民政府所在地连然镇)录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包

区辖镇，425个自然村，1

部门，101个人工建筑物，

道17条等。简述内容包括

其它必须简述的问题。

企业、事业、行政单

驻地，建立年代，隶属关

人工建筑物以库、渠

兴建时间、规模、效益等

名胜古迹纪念地按保



自然地理实体以先山后洞再水系顺序排列。记入高程、范围、方位、所在地、

矿藏和植被。

本志中有近40条民族语地名(主要是彝语)系请省有关人士帮助考释后报经省

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原则认可的。

志书中的数据，人口：按1984年统计数；土地面积、产量等均系同年县统计局

(或区公所统计部门)上报数。为了方便查阅，置“首字笔划”、“首字音序”两个

“索引”於“附录”中。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安宁县税务局，城建局、统计局、区划办等有关单位的

大力协助，主要文稿承蒙省、市地名办公室的知名人士李子盛等同志审阅、指导和

修改，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志书稿件于1984年7月16—18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以会议形式集中审定。参加

人员除《地名志》编委会成员外，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办公室的负责人，

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同志到会指导，还特邀县内张其善，杜伟才等几位知史老

人参加审议。

现任县长段文同志还特为本志写了“序言”。 ．

本志是我县第一部地名工具书，由於编者缺乏经验，疏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

指正。

本志编委会成员：主任李鸿禧，付主任李嘉贵。委员郝宏光、黄继学、谢木生、

武安国。

编辑顾问：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朱惠荣。

主 笔：(兼责任编辑)欧绍明

汉语拼音：杨开方。

图片摄影：何兴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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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县《地名志》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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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宁县

【安宁县】Anning xidn属昆明市，地处滇中，位于昆明西南部，距昆明32公里。

东经102。10 7至102。37 7，北纬24。3l 7至25。06 7之间。东、北连西山区，南接晋宁县，

西邻易门、禄丰县。总面积131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县人民政府驻连然镇

连然街。

安宁，汉元封三年(／2元前108年)置连然县，又名螳螂川属益州郡，蜀汉属

建宁郡。晋太康七年(公元286年)置安宁州，分建宁以西连然七县隶之。南齐隶宁

州。隆昌元年(／2元494年)以连然地置安宁郡。唐武德四年(／2元621年)改为

安宁县，故治在今县南，属昆州。南诏为拓东节度地。宋大理时属鄯阐府地。

元初立安宁千户所， 隶阳城堡万户。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为安宁州，

隶中庆路。十三年于那龙城立三泊县，隶昆阳州。明为安宁州，领禄腋、贴玩二

巡榆司。清雍正三年(／2元1725年)裁昆阳州的三?自县入安宁州。民国二年(／2元

1913年)复改安宁县，属滇中道，道旋废，直属省。解放后1949年属武定专区，

1952年同武定并楚雄专区，1956年10月划归昆明市称安宁区，1959年10月复称县

至今。

安宁之名，据《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一安宁州建置沿革载：“蛮云阿宁部。初，

东川罗罗阿宁者，牵牛车过此，牛舐地不去，取土得成鹾，后掘地为盐池，因以阿

宁名郡。元改为安宁州，领禄丰、罗次二县。⋯⋯今皆囚元所更也”。以此考证：安

宁郡设于南齐，“初”(指南齐前)即以阿宁得名，后改安宁，系因“安宁”乃“阿宁"

之雅译。

行政区划，清朝末期，全县行政区划分“四．界三保”，每界保又设有团、局。

东界即城东乡，南界即原三泊，西界即西华镇，北界即林泉。民国二十七年(公

元1938年)以区代团局续废区扩大乡镇制，城东乡分建为龙宝乡和月明乡，南界

原三泊(上泊八街，中泊呜矣河，下泊县街)分建为第四区(县街、鸣矣河)和

第五区(八街镇和义兴乡)，西界禄牍(西华镇)、草铺为第三区，北界分上北界，

下北界。上北界为第一区，废区后为林泉乡，下北界为第二区，废区后为青龙

乡。

解放后1949年属武定专区。县辖四个区：一六街、八街为一区；青龙、禄腻
草铺为二区，县街、鸣矣河为三区；连城、’太平、温泉为四区。1958年成立人民公

社时，改序数区名为“跃进”、“红旗”、“和平”、“金星”、“温泉”、“燎原”六个公

．协夕。
f



社名。1964年调整规模，设大营(后改一六街)八街、鸣矣河、县街、青龙、禄

脓、草铺、温泉、太平、连城10个公社和连然镇。1984年行政区划改革，改公社
为区，大队为乡，乡以下设村民委员会。全县共10个区， 1个县辖镇，68个乡

(包括9个民族乡)4个区辖镇，42阶自然村，359个村民委员会，485个农业生产
合作社。总人口223，402人，其中农业户H24，623p，115，308人。在总人口中，汉

族206，740人，白族5，161人，彝族4，706人，苗族2，512X，回族2，111人。其它族2，172

人。。

全县地形呈象头状。境内群山环绕，地势复杂，整个县境呈南北长，东西短，

西南高，东北低，海拔1，779至2，612米。境内花山、大轿山、菜子山、云龙山、．笔架

山等主要山峰及其支系大致呈南北走向；八街河、鸣矣河，马料河、大沙河等河流

均汇集螳螂川，经连城、温泉、青龙区向北流入西山区，螳螂川在安宁境内全长49．2

公里。耕地主要集中在河谷、丘陵地带，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河谷地区，主

要分布在八街、鸣矣河、县街、温泉、青龙五个区。这些地区，水源比较丰富，主

产水稻；、二，丘陵地区，主要分布在连城、太平两个区。这两个区荒山较多，水土

流失较大；三，一六街、草铺、禄脓三个区属山区、半山区，水源比较缺乏，尤以

草铺为甚。

全县气候温和，冬季雾大稍冷，年均温为14．7度，一月均温7度左右，最热月

为七月，平均气温21．5度，最冷月为12YJ，平均气温4．7度。极端高温为33．3度，

(1977年6月17日)极端低温为零下6．9度(1974年1月6日)；年平均降水量896毫

米。年均日照2，0651]',1j寸左右，平均相对湿度为72％，无霜期225天，冬春两季雨量稀

少，多西南风，一般风力3级，最大风力8级，夏秋两季雨量偏多、偶遇洪涝灾

害。

安宁自然资源丰富，矿藏较多。一六街，八街、草铺三个区，主藏铁矿，由昆

钢开采；八街、鸣矣河、县街、草铺、温泉、连城区都有磷矿，品位较高，远销省

内外。其它矿藏还有锡、锰、高磷土等。

安宁盐历史悠久，据《滇录》载：“安宁井开自明代洪武年间，所产卤水质薄味

淡，煎制手续极其繁难⋯⋯多於晒煎存盐以供销售，现已渐有定色可免天然淘汰矣”。

(滇录二三七页)．目前，经国家勘探部门探明，安宁盐矿蕴藏范围为60平方公里，

仅首采区储量，氯化钠在二亿吨以上，硫酸纳在一亿吨以上，按较低的采掘率30％。

计，可供年产45万吨规模生产一百年。

全县总耕地面积160，264亩，其中水田86，747亩，旱地55，l 30亩。粮食作物主产水

稻、玉米、小麦、蚕豆、薯类。经济作物有茶叶、烤烟、药材、香叶、水果。粮食

总产量1984年达11，084．4万斤，平均亩产692斤，单产比解放初期(1950年)增长



67．5％。农业总产值达4，70 L万元，为1949年400万元的851％。

全县有林业用地l，446，000亩，占总面积的73％，人均12．6亩，其中有林地1，187，000

亩，占全县林业用地的81．9％，其中经济林1．3万亩，森林覆盖率为26．9％。经济

林木树种主要有云南松、油松、杉木．栎类、桉树、圆柏、冬瓜树等。经济林木主

要有桃、枣、柿子、板栗、核桃、海棠等，-平均年产干果6，586公斤，鲜果106万

斤。

畜牧业和渔业：1984年末有大牲畜26，569头(匹)，山羊18，999只，生猪76，298

头，比1958年大牲畜增长37．3％、山羊增长70％，生猪增长94．6％。全县养鱼水面有

4，50晡，1984年产鲜鱼73，100公斤。
农业水利建设，小(一)型水库17座、小(二)型水库56座，其它小型塘、坝、

井309项，沟渠16条，库容量达6，608万立方米。有排灌站197个，整个水利工程设施

有效灌溉面积共达89，000亩。

工业：1952年前，安宁县没有现代化工业、企业，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工匠。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形成。至1984年，全县有水泥、化工，印

刷、农机_铸锅、缝纫机铸件等15个厂和一个县办磷矿，1984年工业总产值为2，492

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3％

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近几年较快。到1984年，全县乡镇企业共有799个，其中

区，(镇)办的有49个，乡办的78个，共有乡镇企业人员5，335人，占农业劳动力的

9．7％，1984年总收入达3，083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93．1％。

安宁交通便利，铁路、公路纵横交错，是成(都)昆(明)线，南环铁路、昆

畹公路的必经之地。成昆线，南环线分别经过太平、连城、青龙、温泉四个区，昆

安线由昆明南站直达县城，安八线由昆钢经县街、鸣矣河、八街至一六街四个区。

全县10个区有8个区和34个乡通火车。有省管公路5条，县区公路10条，区乡公路

37条，乡村公路4Z条，共长420．55里。lo个区，72个乡(镇)都通汽车，并且每个

区公所驻地都有昆明市和本县交通班车往返县城和昆明。近两年，政府拨款在温泉

——青龙区螳螂川上架设四座钢混桥梁，和车木河水库铁索桥一座，结束群众摆渡
的历史。10个区、72个乡(镇)、326个自然村通电。 ’．

文教、卫生事业：建国以来有很大发展。1950年只有初中一所，学生150余人，

小学32所，学生2，367人，中、小学教师126人。到1984年发展到县办中学3所，学生

2，314人，其中带有高中班的完全中学一所，学生947人。区办初级中学10所、学生7．952

人，小学176所，学生22，369人。全县有教职T_I，249人，其中民办教师254人。

现有电影院4个，其中县办1个，区办3个。区、乡有电影放映队19个，全县

共有放映员49人。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幼儿园、游泳池、旱溜冰场、新华书店

各1个。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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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院所也由建国初期的一所六张病床、13个医务人员，增加到现在的24所，病

床386张，医务人员437人，其中县医院l所，皮肤病防防治站1个区办卫生院(耽
lo所，病床219张。县级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防疫站，妇幼保健所各1个，乡

政府驻地的合作医疗室58个，县、区两级有卫生医务人员439人，合作医疗室的乡村

医生122人。县境内还有省，市属、部队、厂矿企业医院、疗养院27所。

中央、省、市在安宁的工厂，医院、高等学院等企事业单位达数十个，云南主

要的钢铁基地昆钢亦在安宁。

名胜古迹现存的有王仁求碑，曹溪寺等，安宁温泉有“天下第一汤’’之称，是

著名的疗养和游览胜地。





【安宁县】Amlnc3 Xjm地处滇中，位于昆明西南部，总面积1313平方公里。耕、

JO_．J6万亩，总人i=I 223，402人。其中：农业人13 11 5，308人，非农业人I=I 108。094人。

民族主要是汉族，少数民族占总人I=1的百分之八点零六。人I=1达千人以上的有白族

(5，648)j彝族(4，572)、苗族(2；574)、回族(2，195)。共辖10个区，1个镇，68个乡，

4个区辖镇，425个自然村，359个村民委员会，48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属高原低纬

亚热带季风气候，主产稻谷、玉米、小麦、蚕豆和薯类；经济作物有蔬菜，烤烟，

水果、香叶和药材。主要矿藏有铁、磷、盐、锡，还有铜、锌、铅及硅石、白云石

等。汉置连然县，设盐官。蜀汉属建宁郡。晋属宁州。萧齐隆昌元年置安宁郡。唐
。

武德四年改称安宁县，属昆州。唐武周时，为河东州所辖。南诏为拓东节度地所辖。

大理国时属鄯阐府地。元宪宗二年易安宁称守御千户所，属阳城堡万户。至元十二

年复称安宁州，隶中庆路。明，清亦同。1913年起复称安宁县，属滇中道。1949年

属武定专区。1952年并入楚雄专区。1956年10月划归昆明市称安宁区。1959年复称

县。(名称来历、含义，演变及其他见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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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然镇概况

党政机关，主要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位于螳螂川西岸。东接罗白

南靠昆明钢铁公司，北以昆畹公路为界。地势为槽形小盆地，

面积为4平方公里，海拔l，835米。下设居民委员会一个，居民l，516

公共户，职Z1，939人。除187人是彝、苗、白等13种少数民族外。

政府驻在沿JlI路。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至肖齐隆昌元年(公元494年)的603年

县”的故治地。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以连然地置安宁郡，唐武

德中复置安宁县，元初立千户所，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改安宁州，1913年复

改安宁县。历史对县名曾多次修改，但至今镇仍沿用“连然”旧名。“遥岑楼"(今无

存)东壁“古连然”碑石，即证明连然镇地名之久远历史。据传其含意是因安宁与

昆明山水相连、同然一体故称，但这种说法，无史料佐证。1949年解放前，曾一度

划分为永安、澄清，连然三镇，其间又曾并为永安镇。1950年建连然镇人民政府至

今。

连然镇因驻有县级党、政、军和工交、财贸、文卫、农林等领导机关及所属单

位。拥有数万职工及家属的昆明钢铁公司，光明磷矿厂紧靠其旁，又是昆畹公路的

必经之地，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每逢一、五街期，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比肩接踵，

一派兴旺繁荣景象。

镇上有电影院二个(其中区办一个)，容观众近2千人。建有文化馆、图书馆、书

店、县体委所辖的游泳池、旱溜冰场和球场，并辅以区、镇兴办的文化室、电视、

评书、书摊等活动，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城内有中学二所；完小一所，在校学生3，700

人，医院二所，病床180张。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基本适应目前人民群众的需要。

镇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尚有城墙、门、垛，后被拆毁，早先盛产的安宁盐

亦停，唯有特产的安宁大葱还继续供应市场，以其茎长、叶壮、身肥、肉嫩、色白、

味甜之特色深受消费者欢迎。

镇区昔有“安宁八景"中的“凤城春色”、“东桥烟柳”、“石宝雪梅”、“江湾渔

火"四景，因时代久远，早已荡然无存了，但仍有蛛丝马迹。历史遗迹中附有杨升

庵(俗称杨状元)笔迹碑石的古建筑“遥岑楼”均已无存。太极山的汉墓遗址，在

1955年出土部份青铜器文物以后，至今尚待继续发掘。

螳螂川自南向北穿城而过，过去是--]lI清水一河鱼，东西两岸柳成荫，景色秀

丽。川上有始建于1494年的拱形永安大桥，后经改建为平坦路面的钢混结构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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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931年建成的单孔平面公路桥。两座大桥横跨于上，使螳螂川两岸的车马行人

来往自如、通行无阻。

连然镇的城镇建设，1949年建国以来，日新月异。从1971年到1981年的十年中，

两次在修建安八路起点段上整修了长达1，500米，宽12米，人行道各5米的水泥面大

街一条，新辟了通向永安大桥的永安街及公园路、迎川路等大小6条街道，面积为

5．603．37平方米，并对小桥街、卖米街，官厢街三条老街道加铺柏油路面，改变了过

去又脏又乱和坎坷不平的旧面貌。而今，连然街道两旁兴建和改建的办公楼，影剧

院、商店，旅馆、摄影室、学校、车站、职工居民住宅等建筑设施，拔地而起，尤

以最近三年，仅属国家统建的办公楼、商店、居民住房的面积就达9，445．18平方米。

快速发展的城镇建设，使连然镇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高楼鳞次栉比，道旁绿树

成荫，一个新型的、欣欣向荣的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连然镇傲然屹立在

螳螂川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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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驻有电影院、县人民医院、游泳池、

百货公司、人民银行、建设银行、食品

公司、农业银行、连然小学、邮电局、

贸易公司、蔬荣公司和连然派出所等单

位。新建的政府招待所也在本街。本街

建于1971年至t972年，水泥和沥青路面。

因建设时发动了城区工、农、兵、学、

商各界人员参加，名“人民路”。后经县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

论，并报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命名

为“连然街”。

【小桥街】Xidoqido Jie位于县政

府驻地东南面。由县人民政府职工住宅门

前起至永安街止。全长320米，一般宽5

米，南北走向，混凝土路面，有居民90

户120人。境内驻有连城区公所，并设有

茶室、合作商店等单位，因街中段有小

桥一座而得名。

【卖米街】Haimi Jie位于县政府驻

地南面。由永安街起至连然街止，全长

255米，一般宽4米，南北走向，混凝土

路面，住户多系菜园乡农民，居民次之。

早先此地逢集，是大米的交易市场，街

以此得名。

【官厢街】Guanxiang Jie住于县政

府驻地东南面，螳螂川东岸。由遥岑楼原

址起至永安大桥止。全长300米，一般宽

4米，南北走向，混凝土路面。街内住

农民90户340A，居民37户131人。

早年，此地过往旅客较多，热闹非

常。街内开有大马店，供一般客商歇宿。

官员则专居厢房，以此得名。

【永安街】YSngan Jie位于县政府

驻地南面。由安宁电影院门前起至官厢街

止，全长234米，一般宽14米，东西走向，

混凝土路面。街内驻有五交化公司门市，

连城供销社门市等单位，以永安大桥得

名。

。I迎川路】YIngchuen L0位于县政

府驻地南面，由城区粮店起与小桥街交接，

全长100余米，一般宽12米，东西走向，

混凝土路面。境内驻有县粮食局和人

民法院。因走向迎着螳螂川，故名。

【公园路】G6ng,／uan L0位于县政府

驻地西南面。由小桥街起至西城埂止，横

跨连然街，全长364米，一般宽18米，东

西走向，混凝土路面。境内驻有县供销

社、连城供销社、乡镇企业局、商业局、

税务局、糕点厂、水电所、建筑公司、

文教局、财政局和工商局等单位，街内

有三幢五层居民住宅，高大雄伟的新华

书店大楼即在此路和连然街的交叉口。

以百花山公园命名。

【文化路】wenhud LO位于县政府

驻地南面。由连然街起至西门外防空洞口

止，全长380米，一般宽5米，东西走向，

混凝土路面。境内驻有安宁县第一中学

和教师进修学校，故名。

【盐场路】Yanchang L0位于县政

府驻地东面。由七车队对面街口起至小

桥街止，全长390米，一般宽4米，南北走

向，除路口一段为混凝土路面外均为土

路。境内驻有中心粮店、县公安局、县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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