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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山县人民政府
，、

关于印行《宜山县地名集》的通知

(不另行文)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历史是发展的，地名也是发展演变的。由于历史的变

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好，或用生

僻字、土俗字；有的地图与实地不符。特别是“文革”期间乱改地名，造成了地名

的更大混乱。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我县成立

了地名委员会，于1980年底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地名普查，1981年11月又

进行全面的补充调查，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接着对地名普查成果

资料进行全面的核实、考证、补充，对地名作了规范化处理，编写了这本《宜山县

地名集》，经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印行。

《宜山县地名集》对继承我县地名历史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有着重要意

义。它反映我县的历史，民族．经济和文化状况，是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本

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今后凡使用我县地名，必须以县地名集为准。

宜山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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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山县地名集》是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布置，在本县地名普查成

果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是一本重要的地名工具书。

宜山县是自治区地名普查试点县之一，1980年冬开始普查。后又按统一部署，进行

了补调，对所选取的地名进行反复调查核实，时跨三年，至1982年秋完成。随后组成本

书编写组进行编写。普查和编写工作均在县委和县府领导下进行。

本书共收入独立存在的有方位意义的地名3860条(后增4条)，不是独立存在、没有方

位意义的地名不收。农林水．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及各乡、镇的有关

资料，均为有关单位提供。人口、粮食产量，工业产值均取1982年数字(专业部门的人

口为1980年职工数)。其余除写明年度的，均为1980年的数字。

本书正文采取条目分述形式(唯县，乡、镇条目采取标题式，以示其内容较其余条

目详尽)，条目内容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壮文(壮语地名有此内容，并加方括号，

也是壮语的标准名称)，名称来历、含义及更替。派生地名一般不再写其含义，可从主地

名中查阅。音译和半音译、半意译的壮语地名有注释性文字，义译的壮语地名其意思已

为汉字所表达，就不再注释，以免冗赘。其余内容按各类地名之须要而取。汉字标准名

称及文图中凡《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未收入的字，均避而不用，仅“涝”(读

楞阳平调)“泵”(读闷)二字因报请收入词(字)典而照用。计量单位均用平方公里．公

里．平方米．米．亩。纪元用公元，或年号加注公元。方位：乡，镇以其驻地与县城定

方位及距离；村委会以其驻地与乡，镇驻地定方位及距离。其余各类地名则注明位于某

乡，镇境内，或某乡，镇，某村委会境内。同类地名位于同一乡、镇的不同村委会，则

第一条地名写明位于某乡，镇某村委会，而后的只写明位于某村委会，以省篇幅。专业

述语按各该专业的口径，统一提法，力求表达的科学性o

为方便读者查阅，地名条目均按类别排列。一，行政区划：县、乡，镇，村委会，

居民点；二、专业部门：场、台站、渡口，道班、企事业及行政单位；三，名胜古迹和人

工建筑物：古迹，纪念地、桥梁，水库，隧洞等；四．自然地理实体：山、山口，山洞、

河流、泉(塘)、地片。

．一 本书附有县行政区划图1幅，庆远镇街道平面图1幅，乡、镇地名图15幅，照片12幅。

为便于查阅，除书前有分类目录外，书末附有所收地名首字笔划检索表和一，二，三类

地名汉语拼音检索表，并有县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通知及命名更名地名名称。为了‘

了解地名的历史用字，还列了地名土俗字更改对照表。又有壮语地名特点一文，为壮语

地名之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义。图中所标注的分界线，仅供读者了解行政区划规模i’

不能以此作为划界的依据。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j》一

乡



要体现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是编辑本书的致力目标，但因编写地名集是一项新

的工作，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力量比较单薄，未能遍查有关史志，也未能全部实地调查

考证，加上有些资料已经失传，普查又是断续进行的，人员变换较多，书中如有不妥之

处，敬请领导和读者指正。 ，

《宜山县地名集》编辑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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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 山 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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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山县位于广西中部(偏北)，即东径108。047至109。03。。北纬24。lz7至24’567。

东与柳城．柳江两县交界；西同河池市、环江县毗邻；南接都安，忻城；北与罗城接壤。t

全境东西长101公里，南北宽70公里。总面积3455平方公里。县府所在地庆远镇离自治区

首府南宁267公里。现辖11个乡，4个镇。有183个村委会，8个居民委员会，2238个自然

村。人口477941人(1982年普查)。其中壮族占73．7％，汉族占21．1％，其余是瑶，苗、

水家、仫佬、毛难等民族。

-宜山县历史悠久，据《庆远府志》和《宜山县志》记载j秦朝以前属百粤之地。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始将今宜山县地列入版图(当时尚无县建制)属桂林郡辖。汉武帝元

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县，称定周县。属玉林郡辖。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

280年)改称龙刚县。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为龙水县。隶属粤州。是粤州治

所在地。高宗乾封中(公元666—667年)改粤州为宜州。龙水县为州治所在地。天宝初

(公元742—745年)置龙水郡，龙水县为郡治所在地。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

置宜州。龙水县为州治所在地。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改宜州为庆远军，将龙

水县改为宜山县，宜山县为军治所在地。宋度宗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升庆远军为庆

远府，宜山县为府治所在地。元六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将庆远府改为庆远路，

宜山县为路治所在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庆远路为庆远府，宜山县为府治所

在地。清沿置庆远府。府治仍在宜山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置宜山县，隶

属柳江道。民国十五年废道。宜山县直属广西省政府。民国十九年设柳庆(民团)区，

区治在宜山县。民国二十五年设庆远(行政督察)区，区治也在宜山县。民国三十六年

属广西十二个专区中的第十区。宜山县为专员公署所在地。1949年12月初解放；同月成

立宜山县人民政府。1950年至1958年中共宜山县委，县人民政府驻怀远镇，1958年至今

驻庆远镇。1950年至1958年设宜山专区，中共宜山地委和专署驻庆远镇。1953年把东江

乡、自土乡划归河池县。1954年把马泗区划归忻城县。1955年把永顺、拉仁、三只羊三

个区和石别区的九个乡，龙头区的部分乡划归都安县。195毛年撤宜山专区，宜山县归柳

州专区所辖。1965年设河池地区，宜山县归河池地区所辖至今。

宜山县自从置县郡设定周县至今(1982年)已有二千零九十三年历史。称宜山已有

八百六十三年历史。宜山县汉称定周县、晋称龙刚县。唐称龙水县，因现在的龙江原叫

龙水，县治在江边，故而得名。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始称宜山县。宜山在县

城北一里，下临龙江，宜于登眺，故名宜山，并以山名名县。

宜山县属半山区、半丘陵地区。平均海拔高度为457．8米，北部为九万大山余脉，海

拔高度在400一600米。怀远镇大任村委会境内的高暮山海拔825．6米，是全县最高山峰。

西南部为凤凰山余脉环绕，地势较高，海拔高度在300一500米。拉利乡保卫村委会境内

的多灵山海拔799．6米，是全县第二高山。整个地势是南北高，中部低，自西向东倾斜。

全县境内有大小河流295条。其中季节性溪流284条。主要河流有龙江及其支流临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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