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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乃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交往的工具。古往今来，人们依据自然地理和风土

人情，或冠以姓氏，或冠以外貌，或冠以奇观，命名于山川地物，广为习用，千古传

流。

为实现地名规范化、标准化，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遵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对地名普

查的指示精神，我们从一九八。年十二月开始，以两年多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

查工作。对l：5万地形图(国家测绘总局编制，1959--1962年版)上在我县境内的5549条地

名进行了逐一核调，纠正了原图上错位、错字、错音的l008条地名，删去了消失地名2l条，

新增了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常用地名894条。同时，对现用的5528条地名作到了规范化，

标准化，对公社以上行政区划、重要厂矿、企事业单位及人工建筑，纪念地、自然地理实

体、著名风物等编写了概况，完成了规定的图、表、卡、文四项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编辑了

《四川省通江县地名录》(以下简称《地名录》)。

本《地名录》收集了各类地名概况114篇，辑录了全县各类地名5528条，并加注了汉

语拼音和含义简释；绘制了1：25万《通江县地图》(图上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名称和

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等名称)、1 s25万《通江县革命遗址分布图》、1：2千Ⅸ通江城革命遗

址分布图))；编写了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收集了反映我县风光和工农业生产建设新貌的

图片23幅。《地名录》中引用的数据，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局、公安局的年报数，公社，

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二年底实有数。今后对通江地名及其地名汉语拼音等的使用和

书写，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通过这次地名普查，纠正了过去在地名工作上“左黟的思想影响，克服了混乱状况，

恢复了山河的本来面目。而今，纵观通江地名，各具特色，意境深幽，古有仙山，今有

新图，更有那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留下的光辉业绩与地名共存，它将激励全县人民为

建设美丽富饶的通江，世世代代奋勇前进。

通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__----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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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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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县位于达县地区北部，地处米仓山东段南麓，地跨东经106。59'--107。46p，北纬

。3l。397--32。337之间。东邻万源县，南靠平昌县，西与巴中、南江县抵界，北连陕西省南郑、

西乡、镇巴县。幅员面积4114平方公里。所辖12个区、1个镇，76个公社、521个大队、

3305个生产队，一九八。年底有人口589，091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67％。其中农业人

口560，079人，占总人口的95％。主要为汉族，从外地迁入回，藏，彝、土家等少数民

族20余人。

： 县人民政府驻地诺江镇，地理坐标东经107。147，北纬31 0557。海拔342米。距达县

地区驻地达县市226公里。

(一)历史 沿革
。

， 通江，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邑枕巴江得名((《太平寰宇记·卷之百四十、

擘州》)，亦因境内两条丰要河流(宕水、潜水)汇合子一条河，由北而南，贯通全境，称之。

通江，春秋属巴国，秦时属巴郡，汉初仍为巴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巴

，郡属益州刺史部，下辖12县，今通江为巴郡宕渠县地。东汉和帝永元时(公元89一lO 5

年)。分宕渠县，北地置汉昌县(今巴中县)，东地置宣汉县(今达县市)，今通江为二

县分辖，蜀汉时(公元22l一263年)建置无变化，西晋，泰始二年(公年266年)分益州

置梁州(治今陕西汉中市)。今通江属梁州宕渠郡的汉昌、宣汉县辖。东晋、穆帝永和

三年(公元347年)桓温伐蜀，灭成汉，先后有范贲、前秦符坚和谯纵割据，但属辖未

变，刘宋(公元420～477年)时，改汉昌县为益州巴西郡辖，宣汉县为梁州巴渠郡辖。

今通江分别为二县及新设的下蒲县(治今平昌县马渡关)分辖。南齐(公元479—502

年)因之。梁时(公元502—552年)，今通江县地由巴州遂宁郡始宁县(治今巴中县清

江区)及万州(达县)万荣郡下蒲县分辖。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分始宁县搿以县

南诺水为名矽置诺水县<治今诺江镇)‘，属罗州遂宁州辖，为通江建县之始·今通江境

内并有北魏正始中(公元506年左右)建的符阳县(寄理渠州，后周天和五年开拓其章

郡，延至今涪阳坝)和西魏废帝时(公元554年)建的白石县(治今文胜公社自石寺附

近)均属其章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符阳、自石(“因界内白石川为名弦)=

县属清化郡(今巴中)，诺水县并入清化郡始宁县。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复分始宁

县置诺水县，并于县置壁州，属山南西道，州辖今通江境内的五县：诺水，自石，

符阳，广纳(武德三年析巴州所辖归仁，始宁县地置，治今广纳坝)、东巴(唐开元23

年6月置太平县“因取太平川以为名"．，唐天宝元年8月24日改名东巴县“以处巴征

之东为名万)。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口以邑枕巴江"改名诺水县为通江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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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9月)废广纳县，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复置。五代十国

时，四川地区虽有前蜀(公元907,'---925年)王建及子衍，后蜀(公元934-',-,965年)孟知

祥及子昶据蜀称帝，但建置未有变动’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巴东、广纳县并入通江

县。神宗煦宁五年(公元1072年)废壁州j。白石、符阳亦并入通江县，属利州路巴州

辖，从此奠定通江县辖地范围。南宋末，。分通江县为下通江县(治赵公坪，今永安公社

县坝大队)，上通江县(治今诺江镇)O-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利州路为广元

。路，‘上，下通江县为广元路巴州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上、下通江县并入巴州

，曾口县，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复置通江县(治赵公坪，今永安公社县坝大队)·

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通江县属川北道保宁府辖。洪武中县治由赵公坪迁到今

；诺江镇，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改属巴州，清顺治二年(1645年)，通江仍属

．，-川北道保宁府辖，县辖五里(即麻巴里，新昌地、南山里、安仁里、长宁里)五十甲，清道光

二年(公元1822年左右)，将安仁里之六、七，八、九、十甲，长宁里之十甲(今万源竹峪

．一带)划归太平县(今万源县)。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

主专制，成立了中华民国。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实行裁府留县更道，将川北道改为

嘉陵道，直辖通江等26个县。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

陕革命根据地，废通江县，在今通江境内分置赤江(治今毛浴)、赤北(治今泥溪)、红江

．‘(治今涪阳)三县，及苦草坝(治今永安)、洪口(治今洪口)二特区，下属20个区，

t'01个乡苏维埃政府。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红军北上后，民国政府废除嘉陵道，

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通江属四川省第十五行政督察区达县专员公署，辖4个区，18个

’乡，3；025个甲，309个保，34个联保。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增划大公(今青浴)、

二至诚2，乡共20个乡，179个保，l，850个甲。
2|．’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经过数十年英勇奋斗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了通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九五。年建政时，通江县属川北行政公署达

县专区辖。一九五三年川北行署撤销后，属四川省达县专区辖至今。一九五O年全县分

为9个区，52个乡政府，一九五二年从巴中划入太平乡，白院乡划归南江县，全县分为

．12个区，2个镇，101个乡，一九五三年碑坝区及所属的8个乡除汇滩划归南江县外，其

余划归陕西省南郑县，马口场(竹峪关通江街名)一带划归万源县。一九五五年，全县

、分为lO个区，1个镇，78个乡’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全县分为10个区，1个镇，74个

公社，·九六三年分为12个区，1个镇，76个公社，成现建制。 一． ．

通江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蓝廷瑞、鄢本恕农民

j起义军以通江为主要根据地，活跃于川陕、川东地区。明朝末年，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多次

转战通江。清朝嘉庆元年(公年1796年)冉文俦，冉天元，冉天泗领导的白莲教通江蓝

号起义军，以通江为根据地，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达十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阶

级．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朱兆琼组织红灯教领导反“十元半"抗捐运动，达一万三

千余人，多次击退官方军警的进攻。还有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十月田瓦匠在涪

阳一带组织抗捐抗粮斗争，聚众达五千余人，正待准备进攻县城时，，红四方面军入川，．

协：



攻克了通江城。他们的斗争事迹在通江广为流传。

．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入川，十二

月廿五日解放过江县城，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仅次于中

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通江城成为首府。在通江进行了空山坝、杀牛坪、鸡子

顶，大小骡马等一系列战斗，并以通江为依托，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

剿，一举解放二十多个县城，扩展苏区千余里。镌刻了数以千计的红军石刻标语，有号

称标语之王的“赤化全川弦、“平分土地秒以及红军入川的第一幅标语“争取苏维埃中

国秒等巨型石刻。在通江建立了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

治部，革命法庭、总兵工厂、总医院以及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重要机关。在通江

有全国第一支娘子军——妇女独立营，有全川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两河口乡苏维埃

政府，有全川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赤北县苏维埃政府，有第一所红军大学，有第一

所党校，有第一个列宁公园，有第一个大型烈士纪念碑。有四万多通江儿女参军参战．，

有名在册的红军烈士就达5860人，幸存下来的老红军、老干部健在的还有400余名。红军

北上后，党的地下活动从未停止过，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地下党通江县委副书

记，独立营营长阎缉熙烈士，坚持斗争到临解放时而壮烈牲牺。 、‘。‘

(二)自然条件 、．

通江，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南北长98．5公里，东西宽73．3公里。在距今约四亿

年的泥盆纪以前，通江全境为海浸期，在铁溪、平溪的大部份地区到处可见鹅石结构的

的岩石，群众称为麻癞子石。中三迭纪以后，结束了海浸的历史。泥盆纪以后的燕山运

动，使秦岭抬升褶皱成山系，通江随之上升为陆。地质梗概是：北部为一地垒式背斜构

造’东北部属大巴山弧形构造体系褶皱带，南部是旋扭背向斜，有沙溪阶状山盆区和陈

河穹隆山区等。地势为北高南低，由北向南倾斜。境内群山叠嶂，连绵起伏，沟谷交

错。地貌以“层状构造"为其基本轮廓，并由北向南，层层降低，北部为深切割中山地

区。海拔1500米以上，面积141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4．4％，大致在临江——会家

——洪口～带以北。南部为中切割低山地区，多在海拔800米以下，坡度平缓，大致在麻

石——诺江镇——七水一带以南地区，面积105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5．7％。南

北之间为中切割中山地区，海拔800---'1500米，面积163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39．9％。土

壤与气候，植被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其垂直华谱是；海拔300--一800米多为山地黄壤或沙

土，海拔800,'--1300米多为山地黄泥、矿子黄泥，海拔1300"-'1800米多为黄棕壤，海拔1800

也 米以上，为山地棕壤。 i

山体多南北走向，略成“三山夹两谷黟的地形特点。西部一列有五台山(铁厂公

．社)、老鹰咀、香炉山，大铁山等，中部一列有空山，四平山，云雾山，火天岗、荫龙

山等，东部一列有老君山，黑虎山，五台山，擂鼓城，鹿鸣山，偏东有包台山余脉t香

炉山，圆顶寺，大东山。以县北空山公社境内挂榜岩主峰为全县之巅，海拔2088米。五台

山、海鹰寺等山均在海拔2000米以上’老君山、四平山、大尖山，铜包山、黑虎包等在

，1500米以上。、 一 ．‘

三列山脉中间夹着大、小通江河。大通江河(宕水)源于陕西镇巴，自北而南，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贯中部，在小江口与小通江河(潜水)汇合后。称通江河，向南出境入巴河，全长20 I

公里，水系特点是支流呈不对称的羽毛状，东边支流有钢溪河，沙溪河(自石水)、长河

滩，西边支流小通江河(潜水)长138公里。各条河水量变化较大，春季来临，普遍涨水，

水位急升。冬季水量大减，伏旱时，许多支流几乎断流。大小千支流多经峡谷地段，落

差较大，水利资源丰富，除供农田灌溉和人民生活用水之外，可开发的水能蕴藏量有

20．22万砝，截至一九八。年底，全县已建水电站60座，总装机6，078配。其中较大的有

石牛嘴电站，装机500珏，刘家河电站，装机640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动工，设计装机

7，600碰的九浴溪电站，经过全县人民近四年的艰苦奋斗，第一台机组于一九八一年七月

一日试机发电，第二台机组现已全装就绪，待其余两台机组安装投入运行后，即可满足

全县工农业生产及民用电的需要。 ．。

本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由于地形复杂，受山地影响较大。总的特点是，从南

到北，气温逐渐减低。县城所在地诺江镇多年平均气温16．7℃，一月均温5．5。C，极端最

低气温一6．2。C，七月平均气温27．4。C，端极最高气温40．4'C，年日照1424．1小时，>110 oC

积温5，482X：，无霜期288天左右，年降雨量1，107．9毫米，多集中在五至十月，其中九月至

十月份约为320毫米。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降低，同，地区，大约每升高100米，气温下

降0．569。C。因本县地处四川北部，夏季湿热气流来时较晚，故境内常有舂干、伏旱、秋

涝，北部，中部地区偶有雹灾、风灾和倒春寒等灾害性天气发生，对农业生产危害较

大。

(三)经济概况

通江幅员辽阔，出产较丰富。粮食主产水稻，小麦、玉米，兼产大豆，小豆、绿豆、

薯类，高梁等。油料有油菜、芝麻，花生，油茶，油橄榄等。土特产品有油桐、茶叶，

生漆、蚕茧，自蜡、海椒，黄花，木耳、银耳等。特别是通江银耳，驰名中外，已有一

百多年历史。涪阳早年客商云集，素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前，生产方式落后，银耳

产量很低。一九四九年才产1，800斤，产耳的地方也仅限于涪阳、陈河一带。从一九七四年

起，大搞科学试验，实行“五改"：改自然生菌产耳为人工接种产耳，改露天耳场为围墙

荫棚薄膜耳堂，改自然获取光、温、水、汽为人工控制光、温、水，汽，改春季砍山为冬季

砍山，改自然给养为人工给养，产量大幅度上升，最高年产量已达12万多斤。产耳的地方已

发展到33个公社，423个生产队。水果之王——猕猴桃资源丰富，年产量200万斤以上。核

桃、板栗，苹果、梨、杏，李，枇杷等干鲜水果的产量也较大。尤其是药材资源丰富，还

出产治癌良药——三尖杉，天麻、卞土仲，麝香、鹿茸、红花、连翘、银花、党参、沙参、黄

连、黄柏、黄芩、厚朴，五味、枳壳，大力、细辛等200余种。有受国家保护的珍禽异兽

獐、羚、水獭、豹、金丝猴、画鸡、锦鸡和上等山珍佳肴竹酌(即竹鼠)。有鲤，鲢、

鲭，鲫、鲵鱼(俗称娃娃鱼)等数十种鱼类和稀有的治胃病良药蜣活鱼。有丰富的森林

资源，全县林业用地达2，241，672亩，占总面积的36．4％，有林面积1，258，643亩，森林

复盖率为20．4％。建有国营良种繁殖场、种畜场，榨蚕种场，林场(所)10个，面积

362，434亩。一九八一年以来通过落实林权，现实有经营面积285，741亩。有辽阔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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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被列为全固山羊板皮、肉牛基地县。还有矿产资源铁、黄铁、铜、铅、锌、铀、稀

土元素、煤、水晶石、重金石、赭石、石油、钾、磷、硫、石膏、石灰石等主要分布在

铁溪、平溪、涪阳、洪口等地。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加速了山区建

设的步伐，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按七。年不变价

计，下同)达11，007'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2．2倍i

农业；全县耕地面积653，671亩，其中田385，050亩i按农业人口计，人平耕地1．17

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麦、玉米、薯类。解放以前，由于不断改革耕作制

度，加强经营管理，实行科学种田，扩大复种指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特别是近几年

来，全县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增加，至一九八。年底，已建成水库93座，

其中小(一)型7座，小(二)型86座，塘4，642口，石合堰及引水渠782条，电灌及水轮

泵站34处，总蓄水量达7，222万立方米，其审有效水量6，509万立方米，有效灌面23．08万

亩。沼气建设的发展也很快，全县共建池5，161口。由于生产条件的改变，大大促进了农业

生产的发展。一九八。年粮食戆产(指全民和集体部份，不包括社会粮)40，355万斤，比一

九四九年增加24，959万斤，增长1．6倍。其中种植水稻363，035亩，亩产592斤，玉米90，024

亩，亩产470斤，小麦282，480亩，亩产196斤，油菜48，664亩，亩产126斤。多种经营方

面，一九八。年全县产油桐56，592担、白蜡47'3担、茶叶2，035担、蚕茧1675担、银耳615担，

木耳380担、生漆162担。饲养耕牛87'，900头，羊99，861只，出栏肥猪153，487'头，年底圈

存272，596头。一九八。年农业总产值8，7'04万元。其中l农业5，867万元，林业464万元，

牧业l，907万元，副业456万元，渔业lO万元。粮食征购6，47'2万斤，社员人平分粮494

斤。农副业总收入6，232万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111．3元，其中分配给社员部份为3，981

谬 万元，人平74元。

r工业t解放前，无工业可言。县内只有粗布、土碗、土炼铁炉、小煤窑和小农具加

工等小手工业生产。解放后，工业发展很快。现拥有煤焦、钢铁，电力、机械、建材、

轻化、印刷、制革，酿造等工业以及粮食、木材和副食品加工等行业。加捻丝品质优

良，远销东南亚。丝织被面，皮鞋等产品货真价实，信誉很高。一九八O年竣工的龙溪

酒厂设备先进，全部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年产达2，500吨，生产的白酒，芳香浓郁，

清冽甘爽，醇和尾净，在一九八二年四月四川省轻工系统白酒技术交流座谈会上，评为

第三名。一九／k--年十月竣工投产的通江县木材综合加工厂，全部工艺流程采用了国产

新设备和新工艺，可年产4，000吨硬质纤维板，并准备陆续建立纤维板塑料贴面车间和家

用具加工车间。一九八。年底，全县有国营厂矿(场)32个，其中地属厂1个，国营工

业企业总产值7'20万元，社办工业281个。总产值969万元。

交通：解放前主要靠人力和水运。解放以来，不仅修通了通(江)巴(中)，通

(江)万(源)等公路干线，而且全县12个区，69个公社通了公路，共42条760公里。有

汽车208辆，中，小型拖拉机480辆，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市场的繁荣。

商业s随着商业体制的改革， “三多一少’’的流通环节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网

点普遍增加，集市贸易生机蓬勃，市场繁荣，购销额大幅度上升。一九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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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体商贩)共1，404个，经营和服务人

辱



员4，148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097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

_r

，t 教育l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私塾及公立小学137所，在校学生3，645人，初中l

所，学生32人。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九八。年全县已有小学

1，156所，在校学生103，745人，中学14所，在校学生21，891人(包括小学附设初中班的

学生)，中等专业学校2所，在校学生150人，还有教师进修校、农民技术学校，各部门

r办的职工学校，县业余体校等。在农村，还注意了狠抓业余教育，至一九八二年九月

底，全县有13个区(镇>和67个公社基本扫除了文盲。 +一 ．

， 一文化。现有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管理所、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川剧团、工人俱

·乐部、青少年官、灯光球场等文娱体育设施。全县有74个公社，508个大队，3216个生产

队，架通了广播线路，形成了较完壁的有线广播网，并有电视转播台1个，县城有电影放

映院1个，农村有电影放影队38个。

卫生；一九四九年前全县仅有国立医院l所，医务人员1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解放

后，卫生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一九八。年全县医院已发展到116所，共有病床893张，医

务人员946人。并建有新华医院1所，集中隔离收治麻疯病员。农村大力普及了合作医

疗，现有大队合作医疗站514个，赤脚医生1，216人，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狠抓了计划生育，一九八。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4％0。 ·

、 (五)革命文物和名胜古迹， ．，

通江境内的革命文物和名胜古迹较多，属省保护的有：
“

红四方面军曾．指挥部旧址，位于诺江镇。一九三三年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是

四方面军军事指挥中心。旧址在早年文庙内(现已修复为军史防列馆)。

红四方面军烈士墓及墓碑，位子沙溪公社王坪大队。系一九三四年红四方面军纪念

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而建立的。

红军石刻标语“赤化全川"，位于沙溪公社景家塬悬岩上，系一九三三年红军钻字

队镌刻的，每个字达25平方米。 ，‘
’

．? 地管文物有；列宁公园、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洞、‘“赤化全川"和“平

分土地牡石刻标语、千佛岩唐代摩岩造像。 ’一

， 县管文物有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遗址等19处。

此外，云昙洞、穿云洞和壁山春望等通江八景也颇有盛名。特别是近年在新潮、楼

子探明的奇洞异景，更是令人陶醉。无数山洞，不仅外景俊秀壮美，而且洞内景象万千，

有地下龙宫——牛角嵌，奇异的桃源仙境——仙人洞，华丽的巨厅——高峰洞i多彩的

地下奇城一中峰洞。奇洞异景，秀丽多姿，自然风光幽雅别致，为发展旅游事业开拓
了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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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军史陈列馆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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