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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和改

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和更替，特别是“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富有

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地名被取消，有的丧失了特色，有的出现音混、字错、名重现象，给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交往带来极大的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I：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

政府、温江地区行署的有关文件精神，从1980年9月到1981年6月，以10个月的时间，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1 s 5万地形图上1421条地名进行核实，纠正了错

音、错字、错位181条，删去了消失的地名156条，新增加了村和一些重要的地名331条，

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图、表、卡、文)经地区和省地名

办验收，已按规定上报．。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个

成果又经过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使地名普查成

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汇编成册，以满足广大群众和使用

单位的需要。

‘四川省新都县地名录》收集了各类地名概况36篇，绘制了《新都县行政区划图)，辑

录了村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等地名

1263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作了简

要的说明．

编辑地名录是一件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地名备注”少有正史记载，多

系口碑史料，难免错漏，敬请使用单位和广大群众批评指正．

新都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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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县概况

新都县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东经103。5d 7—104。16’、北纬30。40，一30。57t。东南与

成都市青自江区、龙泉驿区、金牛区接壤，西连郫县，北邻彭县、广汉县。全县总面积四百八

十二平方公里，共有居民一十二万零九百户，四十九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其中农业户一十

万零七千五百一十一户，四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七人。主要是汉族，散居问有回族、满族

等。辖三个镇、二十二个乡、二百九十九个村、二千六百二十五个生产队。县治设新都镇，

位于成都市北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线上，距成都十八公里，海拔四百九十三点七米。

一、历史沿革

新都县历史悠久。在周、秦以前属古蜀国地。蜀开明王自郫邑i今彭县庆兴、桂花地

区)首次迁入今县境内新置都邑，取有别于由杜宇氏营建的旧都邑和效楚王在蜀国首次立

都之意，因名新都。秦灭蜀后，即在此置县，届蜀郡，并沿用古蜀囤时期的旧名“新都”作为

县名。汉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分割巴、蜀置广汉郡，新都县划为广汉郡。晋武帝泰

始二年(公元二六六年)又设新都郡、新都县，后罢郡、县，新都仍归广汉郡。晋成宁二年(公

元二七六年)武帝司马炎封其子该为新都王，改置新都国。太康六年(公元ZA,五年)罢国

复县。梁曾在新都置侨郡始康郡和侨县始康县，西魏时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五九

八年)，改新都县为兴乐县，县治地从古新都县城迁至今新都镇，大业初并入成都县。唐武

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复置新都县。其问隶属不常，但名称一直至解放后未变。公元一

九六。年并入新繁县，公元一九六二年恢复县建制。

县城西北二十公里的新繁镇，秦汉属繁县(繁县治于今彭县蒙阳竹瓦地区)地。蜀汉刘

禅廷熙十年。凉州胡率众降居之，谓之新繁。北周分清白江以北的繁县区域入九陇县，繁县

沿南迁今镇西锦水河南岸清凉寺附近，改名新繁，隋省入成都。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六二

三年)复县。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一三七七年)复入成都，三年后复置，一直至解放未变。

公元一九六五年并入新都县。

二、自然条件

新都县地处成都平原的腹兴地区，六分之五为平坝，主要是第四纪新冲积土，六分之

一是浅丘，主要是第四纪老冲积黄壤。农业土壤多属于大土泥、白鳝泥，部分沙壤土、黄泥

土。由西北向东南缓斜。海拔最高五百七十四米，最低四百六十五米。相对高度二十米至

五十米之问。都江堰的毗河和清白江分别从南北两面流贯全境，从火烧堰起水的锦水河分

干渠从中间穿过，支斗农毛渠如叶脉般地密布全县，使农田排灌自如，旱涝保收。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六点二度，七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五点七度，极高温

。l。＼



度摄氏三十六度，一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五点四度，极低温度摄氏零下五度。日照一千四百

一十七点九小时，无霜期二百八十天。年平均降雨量九百零九毫米，七、八、九三个月降雨

较多，约占全年的三分之二左右。早春和晚秋多低温阴雨，夏季常出现暴雨洪涝，偶有冰雹

大风袭击．

三、经济概况

一九A--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三亿三千三百万元，人平六百七十九元，是解放前一

九四九年的九点零一倍l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点九I社会总值三亿四

千六百零六万元，人平七百一十元．

现有耕地四十五万二千四百亩，其中水田四十一万四千四百零三亩，集体耕地四十一

万九千六百四十七亩，人平九分四厘。土质肥沃，气候温和，每年能种两熟或三熟，复种指

数一般在百分之二百二十左右。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小麦、玉米，薯类和豆类次之I经济

作物以油菜为主，还有叶烟、海椒、生姜、黄麻、川芎、茨菇、水果、果蔗、蔬菜等。其中叶烟、

海椒、韭菜等是新都的著名特产。叶烟具有味醇香，化灰纯自的特点。海椒个大鲜红，色泽

莹润，干海椒面用熟油浸之，具有味辣油色红亮的特点，大量销售省内外和东南亚国家。韭

菜产于沿锦水河一带，具有作汤浮面，鲜嫩香脆的特点，历来享有盛誉，远销省内外各地。

利济乡界牌茨菇，产量虽不多，很为有名，块头大，色泽红亮，鲜甜爽口，是清代贡品。畜牧

业以毛猪为主，鸡、鸭、羊、兔、蜂等产量也比较大。

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五亿二千万斤，平均每亩耕地产

粮一千零八斤，是一九四九年自4j--点四三倍．粮食中水稻产量占三分之二，小麦占四分之

一。各种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也比较高，中稻亩产九百零五斤，小麦亩产六百六十五斤，玉

米亩产五百八十九斤。经济作物中，油菜是大宗．一九A--年种十二万九千九百八十二亩，

产油菜籽四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一担，平均亩产三百三十五斤。一九A--年还种叶烟五千

六百五十六亩，产烟叶一万一千担；海椒三千多亩，产干海椒四千二百多担。最近几年来，

生猪发展较快。一九A．--年存栏三十四万八千一百五十头，人平零点八头，出肥二十六万

二千六百头。一九八二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一亿六千三百三十五万元，人平三百七十二元，

是一九四九年的五点一四倍I近几年来，社队企业飞速发展，一九A．z年总产值一亿零十

万元，占农村农工副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四。一九八二年全县给国家上缴征、超购粮食

一亿二千一百零五万斤，人平二百七十五斤I社员人平分配口粮六百三十五斤1人平分配

收入一百八十七元。’

全县几乎没有成片森林，沟、河、路、住宅边零星植树一千一百八十三万株。丘陵有小

(二)型水库六处。全县有电灌站六十个I用电主要靠大电网供给，加上自办水电站二十一

座，装机容量二千二百千瓦，发电二百一十八万度I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村能用上电。全县有

大中型拖拉机四百七十五台，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一千八百一十四台，柴、汽油机一千八

百零五台，电动机一千七百零四台，农用汽车七十二辆，机动脱粒机一千三百六十三台，机

动喷雾器二百零八部。

新都解放前仅有几家私营手工作坊，从事酿造、粮油加工、造纸、砖瓦等生产。解放后，

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到一九八二年，共有工业企业三百零八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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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二百七十三个。共有职工一万五千多人。总产值一亿六千

九百六十五万元，是一九四九年的三十点零五倍。主要产品年产量是：碳铵五万四千八百

五十吨，水泥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三吨，砖一亿一千零六十八万块，标准件二千多万件，丝织

品一亿零一百六十三万米，机制纸一千四百吨、食油八千多吨，酒一千二百四十一吨，铁锅

四十三万日，塑料制品一千二百零九吨，羽毛枕二十四万一千多个．其中丝织品和羽毛枕

都是国内国外的畅销品。农村传统的手工生产棕丝制品，历史悠久，工艺精湛，造型美观，

品种繁多．凉帽、拖鞋、书包等一直出口畅销，深受国内国外消费者喜，爱。

懈放前仅有川陕公路和成彭公路经过县境，共长四十公里。解放后，成渝、宝成、成灌

三条铁路先后建成，都从新都境内穿过，并在新都镇、石板滩和清流设三个车站。公路更是

密如蛛网，到一九八二年，共有公路长二百二十三点四公里，是一九四九年的五倍半，其中

有一半是黑色路面，百分之八十的村有公路相通。全县共有各种机动车辆二百六十一辆。

新都县城距成都市仅十八公里，是对外开放的旅游地区。每年“中秋”前后，桂花盛开

时，国内外游人接踵而至，市场更加繁荣。一九八二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一亿二

千七百五十八万元。 ．

四、文教卫生事业

解放前新都县仅有中学四所．小学二百零=所，在校学生二万一千多人。一九八二年

已发展到有中学二十八所，小学二百六十所，在校学生八万四千多人，是一九四九年的三

点八倍。还有地区办的中等师范一所，有在校生五百二十二人。

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图书馆、文物管理所、电影公司、川剧团、职工俱乐部等文化事

业单位。全县有影剧院二十六个，电影放映队=十五个，乡乡建立了广播站．
· 解放前只有医院一所、病床二十张。一九八二年全县已有医院三十二所，病床五百四

十二张。是解放前的二十九点六倍。有卫生技术人员八百八十六人．县还建立了妇幼保

健站、卫生防疫站和血吸虫病防治站。农村有医疗站二百零八个、乡村医生四百九十九人。

五、名胜古迹

县内有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处。即宝光寺、千佛碑、杨升庵祠与桂湖。宝光寺

在县城：It--百米，始建于唐代，寺内建筑整齐雄伟，塑像精湛，特别是五百罗汉造型尤为生

动，是国内保存较为完整的佛寺之一，国内外游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客人终年络绎不

绝，前去瞻仰。千佛碑系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五四。年)石刻，碑高一百七十五公分，宽六

十五公分，厚十四公分，四面浮刻一千佛像，是不可多得的石刻珍品。原在桂林乡正因寺

内，一九七三年迁宝光寺。桂湖在城内西南隅。杨升庵是我国明代新都人，是有名的文学

家、诗人、戏曲家、书法家，著述达四百余种。桂湖原是杨升庵的花园和书房所在地，建筑具

有雅致的园林风格，湖中种荷，沿湖植桂，是人们休息游览胜地．此外还有龙藏寺、东湖等

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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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镇概况

新都镇在成都市北十八公里，为新都县人民政府驻地、新都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新都自秦灭蜀置县后，县治在今军屯乡境清白江南岸军屯镇北，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改

新都县为兴乐县时始将县治迁到今天的新都镇。晋末曾在城南二里置始康郡，明正德初知

县张宽、百户侯汤聘华建城墙，一九五八年拆除，现仅存桂湖公园一段。

新都镇解放前名中城镇，解放后改名城关镇，一九八一年元月十六日经温江地区行政

公署批准更名为新都镇。镇人民政府在城中庄家祠。辖六个居民委员会。(注：一九八八

年四月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撤新都镇、桂湖乡，合置桂湖镇，桂湖镇人民政府驻紫瑞

街。)

新都镇南与桂林乡为邻，西与天元乡接壤，东、北皆与桂湖乡连界。全镇面积二点四二

平方公里，有二万一千三百六十四人，主要为汉族，有少数厨、蒙、藏族。全镇地势平坦，海

拔五。七米左右，气候温和。

有公路同全县各乡镇相通，川陕公路由西向东横穿境内。镇北一公里有宝成铁路火车

站，交通方便。

全镇有街巷二十八条，主干大街有西街、大北街、d,：lL街、宝光街、新中路和桂湖路。随

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但街面有所扩大，新兴的建筑物也不断落成。

全镇的工商业发展比较迅速，解放前只有几家个体手工业、商业．现有省、地、县属国

营、合作工交、商业企事业单位一百四十二个，镇办企业六十一个。

随着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文化福利设施不断发展。全镇有中学三所、

在校学生二千零三十九人，小学两所、在校学生一千五百多人。幼儿园一所、在园幼儿四百

五十六人，医院二所、床位一百七十张。

随着国际交往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新都镇是全省重点开放城市之一。被列为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桂湖是明朝学者、文学家杨升庵的故居。他幼年曾在此读书，沿湖植桂，游憩其

间。宝光寺更是中外驰名的佛教寺院，相传始建于东汉。公元／I．八。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

安，次年逃到四川的唐僖宗李儇曾“驻跸”于此，并命悟达国师重修庙宇。寺内现有一塔五

殿十六院，殿堂庭院雄伟壮丽，门窗檐拱雕刻精美，殿内塑像栩栩如生。多年来，人民政府

对桂湖和宝光寺的保护和培修，如今已旧貌换新颜，每逢桂花飘香的季节，到此游览的中

外宾客达一百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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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 汉语拼音

新都县XindQ)(ian

新都

新都镇

大北街

东街

紫瑞街

牛头镇

Xjlld辽

XindQ Zh白1

Da B国ji己

D6ng J坛

Zirui J把

Niftbu Zh邑n

备 注

在周、秦以前为古蜀园地．二千多年来．除隋时t改名
。兴乐”历三十多年外．均名新都．

古蜀国开明王自郫邑(今彭县庆兴、桂花境内)徙都于令
县境内．称。析部。．取新置一都之意．为开明王朝的。三
都”之一，与成都，广都并称“名城”．

’

新都县人民政府、新都镇人民政府、桂湖≯人民政府驻
地．填以善名．一九八八年撒新都镇、桂湖乡．舍置桂湖
填．

位于县城中心之正北．

位千县城中心之东．

位于县城东门外．以紫瑞桥命名．

位于县城东门外。此地有一牛头桥故名．

圣谕亭巷 Sh毒ngyflting Xiang 明代状元杨升庵接圣旨处·有圣诸事·故名·

围城路

南街

外南街

光明巷

棉花街

西街

桂湖路

状元街

上升街 ．

猫市巷

三倒拐

勤俭巷

上升巷

W6ich6ng Ln

NAn Jie

WAi Nhnji暑．

一九六六年绕县城东南新修公路．

位于县城中心之南．

位于县城之南门外．

GufingmingⅪang 原名天灯巷，解放后更此名·

Mifinhua Jj6

ⅪJ塘

Guih6Ld

Sm∞gsh酗g J话

M五oshi Xiing

Sand五ogu澈

Qinjihn Xiamg

解放前名，现沿用．

位于县城中心之西．

挂湖公园所在街道．

位于县城西门口外．向西延伸．旧有一状元牌坊，现巳
鳆．故名．现沿用．

旧时列县衙门必经之街道．故名．现沿用．

原有卖猫市场．故名．现沿用．

街道有三个弯拐，故名，现沿用．

原名火巷子，解放后改名勤俭巷．

ShhngshE．ng Xiang 位于上升街内的小巷t巷以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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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 汉语拼音 备

桑园巷 SAngyutm Xi矗．ng 原此巷种有集埘·垃名·

建设路 JiAnsh6 Lf, 解放后。折除城墙后新建街道．坟名．

菜市巷 C．／fishi XiAng 通向蕈市场的小巷·

状元巷 Zhu矗rlgyuAn XiAng 位于状元街的小巷-巷以街名·

小北街Xi／io脱蛹

宝光街 B,矗ogu,Tang Ji6

新生路Xinsheng Lfi

新中路 Ⅺn Zh6nglfJ

施家卷 Shiji百XiAng

丰收湾 Rngsh6uw五n

·6‘

位于善城中心之北．原街道较小．故名．

通向宝光寺的街道，故名．

修川公路后．新建的街道．

位于县城的中心．

解放前施姓居此巷较多．故名．

解放前名汤家湾，解放后改名丰收湾．

注



新繁镇概况

新繁镇位于县城的西北二十公里许，南距成都二十五公里，平均海拔五百三十四米。

全镇总面积约零点九平方公里，一万零五百一十一人，主要为汉族，间有少数回族、苗族、

高山族，镇人民政府在文化街。

新繁本届古蜀国繁邑和秦代蜀郡繁县(县治在今彭县蒙阳、竹瓦地区)地。蜀汉后主刘

禅于延熙十年凉州胡率众降居之，俗谓新繁。北周置县，除隋开皇三年省入成都，唐武德六

年(公元六二三年)复置，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一三七七年)复入成都，三年后复置，一直

至解放未变。解放后为新繁县人民政府驻地。设繁江乡，一九五六年改为繁江镇。一九六

五年新繁县并入新都县后，遂为新繁镇。

新繁镇东与新农乡交界，南和竹友乡为邻，从北至西南均属清白乡。该镇地势平坦，气

候温和。

全镇有大街小巷二十一条。东街和西街为主街，百货、五金、医药、邮电、银行、中学、文

化站均分布于此。街面宽十多米，两旁皆植梧桐，绿树成荫，具有小镇古朴的风味。近十年

西南电工厂、温江运输公司第七汽车队和温江运输公司维修厂迁来镇上，增添了一些现代

建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该镇有县属财贸单位四十四个、职工一千五百多人，县属二轻工业单位十三个、职工

一千一百多人，一九A--年总产值七百六十四万元。有镇办街道工业企业十个，职工二百

八十人，一九八二年总产值一百五十六万元。

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中等师范校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二所，文化站、

少年之家各一处，影剧院一座。一九A-年，师范校有在校学生五百多人，中学有在校学生

一千一百多人，小学有在校学生八百多人。有医院两所，医务人员一百六十九人。

镇西北的东湖，系唐代新繁县令李德裕率人所凿，建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晋升为

宰相，于是东湖更富盛名。清同治三年(公元--A六四年)进行了大维修，一九三。年和解

放后又进行过维修。东湖面积约十六亩，布局奇巧，玲珑别致，具有唐代典雅的江南园林特

色。建筑除主体怀李堂外，还有清白江楼、古柏亭、瑞莲阁、篁溪小榭、月波廊、望雪楼等二

十余处。历代不少文人学士曾在此赋诗留题，园内原有匾对三十余副，碑碣十余通。清乾

隆问刻黄花老人书法碑，同治问刻李德裕(卫公)象和张信侯画东湖鸟瞰图，具有一定的艺

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棕丝编织是该镇及附近乡的传统手工艺品。其历史久远，工艺精巧，造型美观，品种繁

多，特别是凉帽、拖鞋、书包等，一直出口畅销，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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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 汉语拼音

新繁镇Xinffin Zh6n

新繁Xinffm

外东街

外南街

外西街

外北街

正东街

正南街

正西街

正北街

文化街

陕西街

小南街

文庙街

解放巷

宋家巷

W甜D6ngj话

W锄N矗nji6

W越xiji邑

W缸B邑jjje

Zh6ng D0ngji6

Zh6ng I'4矗nji6

Zh6ng xzjie

Zh色zlg B舌i忙

W6nhtu蕾J话

Sh荟nxi Jje

Ⅺ五o N矗n姆

W6nmiaLo Ji邑

Ji吾f抽g Xiang

S6ngjliⅪ抽g

备 注

位于新都县城西北二十公里，南距成都二十五公里．秦、
汉属繁县。蜀汉置县．一九六五年并入新都县．

蜀汉刘禅延点十年．凉州胡率众降居之．谓之新繁．新繁
填驻地．

位于镇之丧门外．

位于镇之南门外．

位于镇之西门外．

位于镇之北门外．

位于镇中心之正丧．

位于镇中心之正南．

位于镇中心之正西．

填中心之正北．

原名丰边衙．因影剧院．少年之家设在此街．故名．

-f教前．有陡西套馆．故名．巩沿用．

位于镰中心之南，街面较窄。垃名．

解放前．文庙在此街，垃名．现沿用．

原名联升巷．

露宋姓祠堂在此苍，故名．现沿用．

关岳庙巷 G嘶yu湎i矗o Xffmg 原关羽，岳飞庙在此巷·坟名·现沿用·

公园街

新街

外西横街

·8。

G6ngytuin Jje

XIll Jie

W越x-H6n由诗

通向东湖公园的街道，故名．

一九六四年断谬的街．

位于镇西门外．沿成彭公路延伸。故名．



桂湖乡概况

桂湖乡位于县城周围，面积二十点二平方公里，耕地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四亩。辖村十

四个、生产队一百一十五个，二万零四十人，主要为汉族。乡驻地新都镇紫瑞街。(一九八

八年四月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撤新都镇、桂湖乡，合置桂湖镇。桂湖镇人民政府驻地紫

瑞街。)

桂湖乡原为外东、外西两乡，一九五五年合并为幸福乡。一九五八年，由幸福、桂林、天

元三乡合并建立桂湖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桂林、天元分别建立公社，原幸福乡部分仍名

为桂湖人民公社，一九八二年一月改为乡。以桂湖公园命名。

桂湖乡地处川西平坝，属锦水河自流灌溉。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微倾，最高海拔四百九

十七点三米，最低海拔四百八十六米。农业土壤以大泥、二泥为主，粮食生产以水稻、小麦

为主，经济作物有油菜、叶烟等。解放后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全乡粮食总产量由一九四

九年的七百六十七万斤，到一九八二年增加为二千零六十一万斤。一九A-年种水稻一万

六千五百一十九亩、单产八百二十七斤，种小麦九千五百九十四亩、单产六百三十八斤，种

油菜四千九百三十亩、单产三百四十斤。毛猪圈存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头。近几年来，社

队企业发展很快，现有水泥厂、榨油厂、农机站、铸造厂、养蜂场等十五个单位，职工三百七

十九人，拥有拖拉机一百五十七台，汽车二十辆，植保机动机械四十八台。一九八二年企业

总产值一千零五十四万元。人平分粮七百零四斤，人平收益分配一百九十元。

全乡解放前仅有小学三所，现已发展到十二所，并新建中学一所。一九八二年有在校

学生三千六百二十四人。现有医院一所、医疗站十一个，医务人员四十六人。

交通便利，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纵贯全境，新新(新都至新繁)、新军(新都至军屯)等

公路也经本乡境内通过。各村都有机耕道相通。

督桥河柳叶烟是本乡特产。具有口味醇香、化灰纯白的特点。清代曾列为贡品，一直

享有盛誉。现在，国家列为外贸优质土产，远销香港及东南亚。

状元坟在状元村。曾有古墓三座，即明少保、杨升庵之祖杨春墓，明吏部尚书、杨升庵

之父杨廷和墓，明代状元杨升庵和夫人黄峨合葬墓。三座古墓集麋L处，墓基数亩，有壬

人、石马、石碑、祭台等物。一九七。年因开渠被毁。

王稚子阙，在督桥河村。东汉循吏王涣字稚子，妻15县(即今新都东北地区)人，曾作过}

县和雒阳两县县令，有“商贾露宿，人开门卧”的治迹。死后两县各为其立一阙于墓前，两l

各高三丈，相向而立。清初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说：“王稚子阙下方上锐。垒石如垒棋，

巅如盖复之。⋯⋯垒石凡五层：二层刻人物之形，三层象、虎、海马，五层狮子也。”由此可

稚子阙不仅碑文很有价值，而且阙上的石刻图案也很可贵。王稚子阙从前被称为“八劣

阚”之一，是国内的稀有金石文物。可惜现在阙已不存，稚子墓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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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 汉语拼音

桂湖乡 Gulh6 XJ盈ng

西北村Xibei c咖

宝光碾

穿龙门

五里村

廖家祠

汪家坝

汪家祠

五里桥

山王村

山王庙

文家碾

高桥

高架村

高墙边

新水碾

B矗ogu&ngniS．n

Chuanl6n肿缸

Walr Cnn

Liaojiaci

WS．n翻i五ba

wangjiaci

wm两话o

Sh丘nwfing C嘶

ShSnw自ngmiao

W6nji矗nih

G．Aoqifio

Gaoj逾COn

Gaoqi矗ngbi丘n

Xinshuinj洳

陈家院子 Ch6．njiayuS．nzi

督桥河村 Ddqi矗Oh6 Cfm

督桥河 Daqi矗oh6

稚子坟 Zhizif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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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原为外东、外西乡，一九五五年合并为幸福乡。一九五八
年建为挂湖人民公社．一九人二年改为乡．(一九八八年
四月撤新都镇、挂湖乡·合置桂湖镇一 ，

原一太队．因地处城外西北．故名．有耕地1907亩．2099
人．

原袁宝光寺修建，故名．

该院较大。有互通的两遵龙门，故名．

原二大队·因有五里桥故名．有耕地1606亩·1541人． ，

廖姓宗祠．故名．五里村驻地．

以当地原有一江姓辋堂得名．

原有一汪姓褐堂．故名．

此桥距县城五华卫．故名．

原三大队。因境内有山王庙故名．有耕地¨10亩。1093
人．

一古庙。供奉山王菩萨，故名．山王村驻地．

原当地低洼，易受洪水淹没，为扩大雏洪．故糟桥建得较
高．故名．

原四太队．土改时命名。现沿用．有耕地i689亩．1715
人．

原一大院，因四周围墙较高故名．高架村驻地．

试碾刚成矽．赶上都江堰教水，故名．

陈姓聚居于此故名．

原五大队．因境内有督桥河故名．有耕地1645亩．"：7
人．

因旧时由官吏在该处河流上督促建成一桥得名。督桥河
村驻地．

系东汉循吏王涣字雅子坟。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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