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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以及省，州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从

1981年5月开始，以9个月时间，完成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接着编辑了《普格县地名录》·

目的是为了适应四化建设需要，为开创我县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提供完整，准确的地名资

料· ．

我县地名多来自民间。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地名管理工作的不足，造成了地名的混乱，表

现在l有的重名，有的生僻臆造，有的以土司头人姓氏命名或封建迷信色彩浓厚，有的带有民

族歧视或侮辱劳动人民的含义，序数命名、错音、错字，错位也较普遍。加之十年浩劫混乱

更增，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交往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地名普查具有拨乱反正，为社会

主义建设提供可靠基础资料的重大意义。

在这次地名普查工作中，我县共普查地名1，260条(1比5万地形图原有地名875条)，经

审核后列入地名成果表的1，131条，其中新增321条，删去65条，错位4条，错字126条。错

音247条。对全县96个以序数命名的大队，重新予以命名·地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

地名概况等成果资料，经省，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基本达到矗准确，齐全，一致，清楚秒的

要求，业已按规定上交。

本地名录的地名，是根据地名普查中，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并上了成果表的地名。

内中辑录有。1比15万全县地图，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和驻地，以及自然村，自然

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1，131条。对彝语地名，增辟有。民族文字黟一

栏。县，区、社和重要山脉、河流等概况材料50篇，其中引用的数字，是依据统计部门1980年

年报和有关专业部门提供的资料。仅矗普基镇概况黟是建镇时的数据。

今后，无论单位或个人，凡书写，应用我县地名。请以本地名录为准。

本矗地名录黟定稿后，省批准将普乐公社分解，增设普基镇(县人民政府驻地)。并将

委洛公社分解，增设向阳乡，归普乐区管辖。

普格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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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 普格县概况一’ ”·’ 日，r日{掌例· 秒III’

t：‘普格，位于凉山州东南部，距州府西昌74公里。东北境接昭觉县

解放沟区，东境以乌科梁子为界，邻布拖县，南境与宁南县相连，西

部以螺髻山脊为界与德昌县接壤，北面在大箐梁子同西昌县毗连。县

城所在地普基镇东经102。327、北纬27 622 7，海拨1，400米：全县总

面积为1950平方公里。本县是以彝族为主，杂居11种民族的少数民族

县，辖5个区34个公社、163个大队、786个生产队，全县23，737户，『

，111，586人，男姓58，811人。女姓52，。775人，农业人口101，984人，

非农业人口9，602人，其中彝族76，418人，占总人口的68．5％∥汉族

34，835人，占总人口的31．3％。·另有苗族：回族、布依族、白‘族、一壮

族、藏族、瑶族、满族、仲族等(注t’人口构成含省、州驻县单位)6：

一，历史沿革
。

-．／普格，彝语，意为山垭口下的草甸子。彝族群众称普基，普格即

由普基转音而得名。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西汉初，属邛都(今

西昌县)，是“椎结，耕田、有邑聚"的主体民族邛人居住之地①。汉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越鹊郡，普格为越姑郡辖地‘‘7‘一唐末

人南诏，为阿都部，隶建昌府②。元世祖中统三年1(1262年)。自立，o至

元十八年(1281年)设千户，后升军民总管府，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

府罢为里州，属建昌路。明初袭元制，为里州③，属建昌卫军民指挥使

司④o清雍正六年(1728年)改建昌卫为宁远府；普格阿都正副长官

司均属宁远府⑤。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普格设警佐一员‘；宣统

元年(1909年)宁远府把府经历移驻普格，办理各种事务⑨。‘宣统二年

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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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集合大水塘，扯扯街、鱼水，拖木沟等地组建成普格乡，

属西昌县管辖⑦。民国元年(1912年)，，普格设县佐一员⑧。民国三

年(1914年)，把普格照阿都土司管辖区域，划为西昌县的分县，属

西昌⑨。民国二十五(1936年)，四川省府调整县各级组织，废除分

县，改为区署，把普格划归西昌县第四区(亦称普格区)。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划宁属归西康建省。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Y]，成立宁属屯垦

委员会，把普格地区划为三部：马雄政治指导区(含马雄梁子、廖雄梁

子，小兴场等地)，区署设拖木沟，中良政治指导区(含中雄梁子、

搜布梁子、西罗、西普、周家大营盘等地)，区署设扯扯街；南部普

安镇属于另一区署黄连关辖。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宁属重新调

整，规复原普格分县管辖地区，与黄连关脱离，裁并中良区，缩改马雄指

导区为办事处，把普格改为特别政治指导区，直接隶属西康省政府，并

受屯垦委员会监督指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把普格特区改为设

治局，改局后恢复马雄、中良两区@o

1950年2月普格解放，设治局属西昌专署辖。1952年普格由西昌专

区划归原凉山彝族自治区，12月27日，正式成立普格县人民政府，辖中

良、拖木沟、小兴场、西罗4区28个乡。1955年2月，通过县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1957年初，全县民主改革胜利结束，当时共设

置城关，拖木沟，西罗，小兴场、洛乌沟5个区31个乡。1958年10月，

在全县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附城公社(后更名为普乐公社)，

此外，另辖西罗、拖木沟、小兴场、洛乌沟4个区21个乡。1960年元月，

撤布拖县并入普格县，县址设布拖。1962年底，仍分为普格县、布拖县。

、1973年整建人民公社后，辖附城、拖木沟，西罗，小兴场、洛乌沟5个

区34个公社o 1981年3月，普格县召开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普格县人民政府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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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地名工作中，附城区更名普乐区，西罗区更名为西洛区。i

普格县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

清同治元年(1862年)冬，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部宰辅赖裕新率

众数万，于11月11日渡金沙江，自披沙，经普格、鱼水等地西进，给普

格各族人民播下了反抗压迫的火种，统治者诬称为“四山夷人骚动，普

格教匪蔓延"@。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政委何长工)渡金沙江后从松新坪北上，途经普格，帮助彝族人民成立

了搿彝民民族自卫委员会"，有30多个彝民自愿当红军，给各族人民以

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

1936年，在拖木沟区蚩布乡(即今拖木沟区五道箐公社境内)爆发

了震撼大小凉山的蚩布奴隶起义。 J，i

=、自然条件 ，‘

(1)地形概貌

普格属云贵高原之横断山脉。螺髻山与乌科梁子东西对峙，中梁山

纵亘其中。中梁子、波尾梁子和乌科梁子均属大凉山向南的分支。海

拔3，5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较少，以中山(含亚高山)为主，占总面积

的67．4％。丘陵平坝仅分布在拖木沟、普乐、小兴场及洛乌沟河谷地

带。西洛河、则木河分别沿山之足由北向南潺浸而去，在洛乌沟区的扭

皮各则处，二水合流汇入金沙江。纵观普格地貌，山脉河流南北走向，枕

山带河，平行交错，东西群峰并列，中为凹凸，三山二水形成狭长的北高

南低的河谷地貌。县境内最高峰在螺髻山的也俄额哈，海拔标高为4，359

米，最低处为白水河，海拔标高为1040米，河谷与山地高差达3319米。

(2)气候特征 ．

’

本县位于四川低纬度地区，气候受西南季风和印度北部干燥大陆性
‘ha。’



气团交替控制，故干湿季非常明显o。基本特点是：热量丰富，冬暖夏凉，

气温年变化较小，以1973年——1980年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6．8。c，

1月为9．4。C，7Y]为22．7。6，极端最高气温33．3。C，极端最低气温一1．9。c

年总日照时数2094．7小时。年总蒸发量为2107。2毫米。年总降水量为

1169．8毫米。年平均绝对湿度为13．2毫巴。无霜期为301天。气候的水平

分布和垂直分布具有显著不同，从高海拨到低海拨，从东北到西南，呈

现出山地凉温带到南亚热带的变化趋势。雨量季节分配的显著特点是：

冬干春旱，干湿季分明，5——10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90％，

11月至次年4月为干季。冬温高，蒸发大，加之风大，致使干旱加剧。

在雨季的7、8、9--个月，常出现大雨、暴雨，造成洪涝，有时连绵阴

雨，造成低温。在河谷与中山山地，7——8月有时还出现伏旱。高山

在夏、秋之交，常有冰雹发生o ， 、

三，经济概况

(1)农业

本县土壤母质主要是紫色岩，还有玄武岩、白云岩、石灰岩等。土

壤以红壤为主，其余有水稻土、紫色土，石灰岩土、棕壤等。‘

本县的农业生产方针是：以粮为主，林牧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

展。全县耕地面积176，812亩，其中大春粮食作物面积158，639亩。粮

食作物中，玉米45，805亩，占25％，水稻30，314亩，占16．86％，洋

芋40，262亩，占22．4％，燕麦13，865亩，占7：7％。本县的粮食作物产

区，以海拔分层为主，参照指示作物与气温条件，可大致分为三个农业

区，即：低山河谷一年二熟粮食主产区，河谷阶地和冲积平坝，现多已

开成水田，水热条件好，种一季稻能稳产高产(全县水稻亩产达749

斤)，且能保证稻麦两熟l中山一年一熟粮作区，海拔范围2000—
2500米，占全县耕地面积百分之四十以上，全区为中山山地地貌类型，

·I·



切割较深。是我县主要农耕地区，由于日照长、昼夜温差大、雨季水

量充足，，玉米生产潜力很大(现玉米亩产为630斤)，玉米噜洋芋的带

状种植也很可观，．亚高山冷凉作物区，海拔2，500米以上，霜雪期长，

作物主要是洋芋，荞子、燕麦，辅之以元根、-一年一熟，轮歇地、11丢荒

地较为普遍。
‘

。， ’?

，，普格地处山区，水源丰富，天时地利，宜于发展生产。民国版《西

昌县志、卷二、产业志》日：“此等稻田，面积虽小，米质颇佳，且无

作堰之劳，旱干之虑，故县属产米最多区域，不在直辖区礼州区，而在

普格、．德昌两区也。”但在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下，农业生产十

分落后，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仅2，000万斤，．人平产粮352斤，农业总

产值343；7万元。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本县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达8140万

斤．，(不含荞窝农场)，为1952年的4．07倍，向国家交售征超购粮954万

斤，人平贡献94斤，人平产粮853斤，人平分粮591斤，．劳动日值0．52

元，人平收入分配81．74元，农业总产值达2，283．44万元，人平收入100

元以上的生产队有150个，‘占19％。
’

j ’、(2)林、牧、副业．

，本县山原植被，河谷地带主要是稀疏草丛；二坂山地带以云南松为

主，。本县大面积云南松多系飞机播种，飞播林达10万亩，原始森林为29

万亩I高山以川滇冷杉为主，还有铁杉、桦木、高山栲栎类林等分布。

木材蓄积量为271万立方米，本县森林复盖面积为39万亩，森林复盖率

为16．77％；县境内荒山宜林面积尚有46．6万亩二在高山茂密森林中，

有大量珍贵动物，如小熊猫、豹、獐子。在螺髻山上，还有关于野人的

传闻o 。

‘

县内除已开垦的耕地和植林面积外，‘还有大面积的禾草草甸，多与
·5·

&-_∞孵*一爵～．，l_目a

A％5一一■t{!自a—d



森林交错j由于热量条件好，牧草种类繁多，宜于发展畜牧业，县境内

有草场5个，即海口梁子、乌科梁子，甘天地(含耶底公社)，阿则木

(含马洪、红莫依达公社)、轿顶山(含洛甘公社)，草场面积60万

亩，．占总面积的20；5％，可资利用40万亩。宜于以牧为主的公社7个。县

内有县办畜牧场一个，种畜改良站一个，畜牧兽医站一个，公社兽医站34

个，畜牧兽医技术干部35人，公社畜牧兽医人员67人。1980年，猪、

马、牛，羊四畜存栏达到21万头，畜牧业产值为446；82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21％。

本县经济林木发展种类较多，油桐、蓖麻、柑桔、梨、苹果、花

椒等均有发展，近年内，蚕桑业也引起重视。1980年全县水果总产量

为2122担。药材以三七、党参．当归为主

’，本县矿藏有铅、铜、煤、硫磺、石灰石等。1980年，全县社队办有

铅矿8个，铜矿3个，另有砖瓦窑、酒厂等，社队企业产值达69．3万元。

．，(3)工业交通 ．。

解放前的普格，除只有几处烧制坛罐的土窑子和砖瓦窑外，工业上

是一片空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1980

年，全县有工业企业63个，总产值为470．97万元，其中县属企业产值

359．13万元，县属57个企业中，有纸厂、水泥厂，农机厂、食品加工、

粮油加工等。普格县纸厂主产打字纸、书写纸，1980年，年产达745吨，

远销上海、，河北等11省市，目前已基本打开出口销路。水泥厂水泥标号

已突破500号，，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本县在解放前有两条山道，一是西昌到宁南，全长280华里，途经

本县的拖木沟、扯扯街、大水塘。另一条是西昌到中良(今西普)途经

拖木沟、鱼塘，波尾梁子、马日落打，全长256华里。现在西(昌)巧

(家)公路、昭(觉)普(格)公路直贯县境，乡村公路日益增多，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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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县公路拖(木沟)小(兴场)段正加紧施工。目前有19个公社通了

汽车，县境内公路达318公里，有大中型桥梁11座。
‘

邮电通讯事业，解放后才得以兴办和发展，县邮电局辖5个区邮电

所，职工总数83人，邮路总长527公里，长途线路224杆公里、442线对

公里，长途电报电路2条。1980年邮电业务总量达11万元。

(4)农机水电

在奴隶社会，这里的生产方式为刀耕火种。民改以后，旧的耕作

制度逐步改变，近几年，农业机械的使用和推广有了显著进展，1980

年全县机耕面积达1．65万亩，占可机耕面积的21．7％。其中小麦播种

机耕面达65％；机脱3．89万亩，占稻麦总面积的72％。全县拥有大中

型拖拉机24台，小型拖拉机35台，配套农具337部，各种类型柴油机158

台，汽油机206台，电动机152台，农用水泵57台，收割机械241台，

粮食烘干机12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234台，农用汽车6辆。农机总产值

达157万元。

本县小水电建设充分利用山区水利资源，蓬勃发展，改变了过去

那种以松明当灯．．用火石取火的落后状况。全县现有小型电站99处，

装机容量3276千瓦，有27个公社86个大队用上了电，最大的白水河电

厂装机容量为1600千瓦。全县水利工程337处，有效灌面4．8万亩，占耕

地面积27％，其中仅大漕河堰就有30公里长，灌溉面积0．9万亩，使

3个公社受益。

(5)财贸商业

据《西昌县志》记载：本县在民改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集市，

一般都是农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对农副产品进行有限的买卖交易。财

贸商业工作在民改以后才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到1980年为止，全县

商业企业机构159个，596人，其中国营商业157个，493人。1980年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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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有制商业商品纯购进总额为415万元，其中农副产品购进290万元。

在纯购进总额中，商业系统176万元；粮食系统203万元j 1980年纯销

售总额为1；，005万元，‘其中商业系统为832万元，对农村生产队和社员的

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达158万元。银行储蓄、’信货，财政税收、工商管

理等自民改以来都有显著的发展。财贸单位在支援农业生产，‘促进民

族贸易，积累资金，繁荣经济，活跃市场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小四，．文教卫生，． ．，
‘，

¨、．(．1)．文教 √

。本县在解放前曾办有5所小学。据《西昌县志·教育志》载，’1917

年曾开办“普格初级小学" (后更名为普格乡代用中心小学校)．。1937

年又开办扯扯街初级小学‘后更名为普格乡第四、第五保联立国民学

校)、i j1946年后，1在当时的马雄区署设立一所保国民学校，在中良区

境设坪塘、‘”文坪两所小学。但到解放前夕，I这5所小学已处于’停滞状

态。解放后，教育事业才得以发展，到1980年，全县已有中学9所(其

中完中2所)，1，学生3，000人，其中民族学生1174人；小学180所(含

其他部门办2所)，’，。在校学生9233人，其中民族学生4，732人。有公办

教师671人，。其中民族教师395人。‘民办教师226人。 ．：

：。文化体育事业，县内设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文工队，‘

广播站、’电视差转台。部分区社还办有文化站和电影队。群众性体育

活动开展效为经常。 }．

(2)卫生 ’

、‘医疗卫生工作，在解放前毫无设置的状况下，现已形成了县、区、

社、大队的4级卫生网。i全县有医务人员227人，区社卫生院37个，：大

队合作医疗站130个，．乡村医务人员203人，，病床310张。由于医疗机构

的逐步健全，县内的防病治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地方病防治等
·、8·、



工作也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

(3)传统节日

火把节

火把节，彝语叫“朵次力。它是我县彝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尤以西洛、洛乌沟一带群众特别重视。时间一般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

历时三天。

节日期间，各地彝族群众要举行唱歌、跳舞、赛马、斗牛、摔跤

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活动。届时，青年男女着盛装，邀约成群，喜气洋

洋，前往约定地点过节。不少老年人、小孩也踊跃参加，并为各种活

动喝采助兴。热闹非常。

火把节的火把，是用松柴、细竹、野蒿所制，供手执，当日落西

山，夜幕沉沉，无数火把从炊烟环绕的瓦板房里奔涌出来，顷刻汇成

一条条火龙，在山乡田野飞舞；又宛若璀灿的群星，在山谷里闪烁、．

跳跃。此时。又伴之以一阵阵“呵Ⅱ火’’的声音，声震四野，经久不息，

此景此情最为壮观。早在元代，就有人写诗描绘火把节的动人情景，

诗日“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o．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

下人间。⋯⋯’’。在举火把游玩后，青年男女还举行篝火晚会，弹月

琴，拨口弦，跳锅庄，尽情歌舞，有的竟通宵达旦。

火把节的由来，众说纷纭，不下十数种。有蜀汉诸葛亮南征凯旋之

说；有唐时六诏中造贝炎诏慈善夫人殉身之说；有彝族神话阿堤拉巴举

火把灭天虫为灰烬之说；我县流传的是奴隶起义反抗奴隶主，以打火

把为信号之说；现在一般在群众中比较普遍的说法还是照田、灭虫、

预祝丰收。

近几年来，县委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民族传统节日，在火把节中，

专门组织了火把节运动会、文艺调演大会，为彝族人民欢度这一节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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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添了新的色彩。 r．

(4)彝族年

彝族年，彝语叫搿科始’’，意为过年。过去，彝族年在农历的十一

月十五至十一月三十，以选“吉日"或以观天象定过年日期。现在，改

在公历十一月的中下旬，一般在庄稼收割完毕后择“吉日’’而过年，

习惯上为3天。各地过年的具体时间并不一致，即使在一个公社范围

内，村寨之间也有先后之别。

按照习俗，过年以前，要上山打柴，以示为来年庆丰收准备好柴

火。还要扫房洗炊具。过年时，一般杀猪，无猪可杀的就杀羊，实在无

无猪无羊才宰鸡。群众流行的说法是：过火把节讲耍，过彝族年讲吃。

过彝族年这三天，基本上都在家，第一天下午至第三天上午，择

时设案祭祖，第三天晚上准备走亲访友的拜年礼品。第四天才外出

拜年，拜年用的礼品(诸如香肠、猪肉、酒等)对妻族甚为丰厚，于

男方家族较为薄之，拜年途中，要有礼貌地对遇见的熟人互祝平安，

言欢问好。

过年的第三天，举行赛马、坐翘翘板等娱乐活动。

注释

(1)见t普格县小兴场大石墓群的调查与清理，，凉山州博物馆普格县文化馆合著·

(2)见‘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蒙默著第113、117页；

(3)见·西昌县志·政制志，o

(t)见‘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第113、117页，t明史、地理四，第1050页，又t元代罗罗司史料辑考，第167页．

又‘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第294页。

(5)见t清史稿、土司二，第14230页，又见t西昌县志，兵寇志。

(6)见t酱格县人民设治局工作计划，1950年g月16日制，存普格县民政局档案．

(T)见t西昌县志·政制志，o

(8)见t西昌县志·政制志，·

(9)见·酱格人民设治局工作计戈]J，1950年9月16日制，存普格民攻局档案．

(10)见‘西昌县志·兵寇志，，又见·普格县人民设治局工作计划，1950月9月16日制．

．(1i)见t西昌县志·武备志，o

(12)见t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王首道撰文：·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一文，第219页、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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