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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区别不同地理位置、范围的标志和记号，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是祖

国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进行地名普查并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确定地名统一，法定的

称说和书写形式，结束地名的混乱现象，提供准确完整的地名资料，以便更有效地为四化
建设服务，特编辑出版《道真县地名录》。

道真县的地名普查，从1 9 8 1年1 o月开妒至l 9 8 3年8月基本完成，经地区验收

上报。同年lo月转入地名录的编辑工作。于l 9 8 4年5月完成初稿征求意见，再经修改

送审，于同年9月付印成书。

《道真县地名录》收录了地名普查的全部成果，有地图11幅，照片22帧，地名概况75

篇，地名词条3，758条。阐述了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对公社以上的行政单位和重

要地理实体的基本情况、自然条件、经济文化状况都作了概括介绍。所用资料经专业部门和

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翔实可靠。是认识道真、开发道真不可不备的参考书，也是道乒

正式刊行的第一部地方史志类书。

本书引用资料，自然村人口系地名普查时数；大队以上行政单位人口和民族状况系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大队以上行政建制为l 9 8 3年底数；余为l 9 8 2年年报

数。 ．

道真原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都称汉族，直至第三次人口普查也

未能反映出真实的民族状况。在这以后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截至本书定稿时止，已恢复

仡佬、苗、土家等民族成分118，384人，其分布状况收入附录，以备查考。

1984年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乡政权和村民委员会工作，除三江公社的三江大队分

建三江村和瓮溪村，浣溪公社的永红大队分建关塘村和庄联村，花池大队分建花池和花园

村外，其余各袭用原名更公社为乡，更大队为村。

地名词条的释文以名称含义及沿革为主，兼收地名传说和故事，含义显而易见者，一

一般不另注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未曾收录而又为群众所通用的地名用字，

如：“墒(tang)、黟“塥(plan)砂，“螃(bang)"等，则仍予保留。
本地名录系根据国务院[1 9 7 9]305号文件和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发(1 9 8 0)

l 9 2号文件及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编辑出版的，具有法定意义，使用道真县地名一律以

此为准。今后凡属地名的命名更名，均应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有效。

道真县人民政府

1 9 8 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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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县概况

道真县位于黔北边缘。东经107。217—107‘527，北纬28 4377 m29。141 o东邻务川和四川

彭水，南接正安，西交四川南川，北界四川武隆。南北长68公里，东西宽49．2公里。面积

2，276平方公里。辖7区l镇49个公社，272个生产大队，2，456个生产队，52，052户(其中非

农业2，240户)，271，271入(其中非农业11，088人)。汉族居多。县人民政府驻玉溪镇。距

贵阳374公里，距遵义210公里。

道桌与正安在历史上有分有有合，1941年析置。据史籍和境内陈家坡汉墓出土文物

表明，我们的祖先数千年前即在此地生息蕃衍。春秋战国时为巴国南境，秦属巴郡，汉代

因之。隋置信安县。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信安为信宁。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

置珍州。宋改珍州为高州，后复为珍州。元为珍州思宁等处长官司，元末改“珍，，为

“真”。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改为真州长官司。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

播，次年更真州为真安州，为四川遵义军民府所辖，建州城于濡水园(现为道真县旧城

区、社驻地)。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改真安州为正安州。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遵

义府改隶贵州。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正安改州为县。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三月析

正安东北地成立道真县，设治所于土溪场(今玉溪镇)。1949年11月25日道真县和平解放，

设县人民政府，属遵义专员公署。旋因土匪暴动，复于1950年9月27日(农历8月16日)

收复。1958年12月正，道两县合并，沿用正安县名。1961年8月再次析置。

下属行政区划，1949年为1镇13乡。1950年10月将1镇13乡分属7个区。即玉溪镇和

梅江，j知路两乡为第一区；云峰，浣溪两乡为第二区；永成，大坪两乡为第三区；忠信、

桃源两乡为第四区；洛龙、凌霄两乡为第五区，永锡乡为第六区；大磔、兴宝两乡为第七区。

1953年度原乡镇建置，设l镇76乡分属7个区。1956年调整为7区49乡(镇)，并予

7月将忠信区的铁窑乡划属务川县。玉溪区辖上坝、巴渔、大路，土城，梅江、池村、双

河(原属第七区)7乡和城关镇；隆兴区辖爱国，胜利、杉木、浣溪，三江、群乐、云峰

7乡；旧撤区辖旧城、长坝(1953年从忠信区划入)、永成、官坝，槐坪、大坪，石桥7

乡；忠信区辖新华、新民、龙桥、太平、山岩、和平、群益，清溪8乡；洛龙区辖洛龙、

凌霄，增产、节约、自由、平等6乡；三桥区辖三会、开建(原属第七区)、回龙、永

锡、杠村、金珠6乡}大谦区辖大礤、复兴、平胜、兴宝，平模、顺河、永和7乡。

1958年秋以区建人民公社，乡为管理区。1961年冬恢复区建制，改管理区为公社，原三

桥区并入大磔区，全县有6区24公社。1963年恢复三桥区，全县调整为7区1镇43公社。

玉溪区辖城关镇和玉溪、上坝、大路，蟠溪，双河、梅江、土城、巴渔、池村9个公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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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区辖爱国、胜利、浣溪、杉木、云峰、群乐6个公社；旧城区辖旧城，长坝、永成、槐坪、大

坪、石桥6个公社；忠信区辖新华，新民、龙桥，山岩、桃源5个公社；三桥区辖三会，

永锡、回龙，开建4个公社；．大磁区辖大谦、一复兴、永和、平胜、兴宝、平模、顺河7个

公社。 ，7

l 9 6 9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并为22个公社。1 9 7 0年元月恢复原区，社建置，

仍为7区l镇43公社。

1 9 8 1年从梅江析置大田公社，从云峰、爱国析置三江公社，从永成析置富圳公

社，从桃源析置群益公社和清溪公社，从凌霄析置河口公社，从永锡析置杠村公社。1983

年并玉溪公社入玉溪镇为县直辖镇。 一

道真县因纪念汉代名儒尹珍得名。尹珍，字道真，东汉桓帝时群舸毋敛人。 “自以生

于荒裔，不识礼义黟， “乃远从汝南许慎授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学成还乡里从

事讲学，对古代西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正安州志》载，嘉庆年间知州赵宜

霜于三江里重建之务本堂，原为尹珍所建。旧有乐源书院、乐道书馆，俱系尹珍讲学处。

故析置新县时，为纪念先贤开南域文化之功，激励后世文化发达昌盛，取其字“道真"以

为县名。

道真地处贵州高原北部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多山，主要

山脉呈南北走向，属大娄山系。北部多l，000米以上高山，中部为中山丘陵及河谷盆地，

南部多峰丛槽谷。最高点为北部与武隆交界处的麻抓岩，诲拔1，939．9米，最低为英蓉江出

界入川处，海拔289米，一般海拔1，000米左右。l，000米以上山势陡峻，800米以下起伏平

缓，山地占80％，丘陵、坝子不足20％。主要河流有荚蓉江，三江和梅江。荚蓉江源于绥

阳经正安从西南入境，流经14个公社，从东部出境入川，汇于乌江。三江和梅江均发源予

南川金佛山，东南流，汇入芙蓉江。
’

土壤可分7个土类，12个亚类，47个土属。以石灰土、黄壤和黄棕壤等土类为主。石

灰土占全县总面积的40．63％，为全县的主要土壤类型，以隆兴、玉溪两区较多。黄壤土类

占全县总面积的14．15％，以忠信、大磔两区面积较大。黄棕壤土主要分布在北部，占全县

总面积的10．69％。紫色土最少，只分布在巴渔、双河及玉溪镇的局部地区。

岩层多为石灰岩，石峰、溶洞，伏流较多。玉溪、巴渔溪、火墨溪等溪流，时而破地而

出，时而潜流而去。龙磔暗河，内可行舟。芙蓉江沿岸和沙河林区，景色秀丽，阿娜多

姿。飞瀑高悬，泻珠溅玉，石洞钟乳，千奇百态。“一线天，，，石笋峰、大沙河银杉自然

保护区天工奇巧，引入游兴。

县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年均气温15．6。C。

一月平均气温4．60C，七月平均气温26．10C。年总积温5，7100C。无霜期287天。年均降

雨量l，070毫米。日照年均1，081／b时，占可照时数的25％。灾害性天气主要有伏旱，秋绵

雨、暴雨和倒春寒，局部地区问有秋风，凌冻，冰雹和大风。

道真自然资源丰富。森林面积达46万余亩，疏林地遍及全县。有四百多个树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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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松，杉、柏，并有银杉、香果树、樟、楠等十多个稀有树种分布于大沙河一带。特别是

800多株银杉，数量之多，全国少有。油桐、生漆、五倍子和蚕桑为其主要特产，被列为全

省基地县之一。道真素有“桐榕之乡，，的美称，也是全国油桐重点县，桐油产量人均数居

贵州之冠，户均一担有余，最高达人均产油100多斤。浣溪公社亦因年产生榛3万斤而

名“三万溪黟。茶叶，天麻，黄连，洛党，弥猴桃亦驰名于省内外。矿藏有煤、铁，钾，

铅，锌、．铝土、硫磺和石膏等多种。水力资源，除芙蓉江以外的河流，据初测可发电量为2．4·

万千瓦，巳开发量占14．6％。地下水分布很广，巳引出地面的有洛龙的东流河i忠信的龙

洞孔等处，巳进行发电，灌溉等综合利用。上坝地下水库正在兴建中。，

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1982年农业总产值5，663万元，为工农业总产值6，754万元的

83．84％．农业历来以种植业为重点。有耕地359，875亩，占总面积的11．13％，其中田148，549

亩，占耕地面积的41．28％，土211，326亩，占耕地面积的58．72％。主产水稻、玉米。，大

豆，薯类等粮食作物。水稻播种面积147，986亩，产量7，219万斤，玉米播种面积139，418亩

产量5，028万斤。1982年粮食总产15，649万斤，烤烟6万多担，油菜子10万多担。畜牧业

以猪、牛，羊为主，发展很快。1982年年末存栏数：猪16万余头，牛46，157头，羊55，849

只。肥猪年出栏8万余头。群众素有饲养家禽家畜、养蜂养鱼习惯，新的农业政策更加促

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饲养专业户。解放后大兴水利建设，巳竣工的水利工程

1，085处，有效灌溉面积lo万余亩，以沙坝灌区为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全县拥有农业机

具3，616台(件)，总动力20，670马力，广泛用于耕种，运输、加工和排灌。

解放前道真没有工厂，亦没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地逐步发展，有县办煤厂、电厂，酒厂、农机厂、水泥厂，印刷厂等13个工矿企业，除

上河电厂、三江煤厂外，都分布在县城及近郊。社队兴办有建筑材料，小水电、加工和运

输等项企业241个。全县工业总产值1，091万元，比1951年增加1，435．5倍。产品品种和质

量逐年亦有扩大和提高， “芙蓉江黟酒被列为遵义地区名酒，畅销省内外。

道真的商业，解放前多为小摊小贩流动经营，连县城也无一家象样的专营店铺。现有国

营专业公司8个，职工427人。合作商店遍及城乡，有基层商店和网点158个，职工649

人。1982年社会商品另售总额2，891．74万元，国内纯购进总额2，156．74万元，其中农副产

品购进2，177．77万元。饮食、旅馆、照相及各种修理等服务行业亦应运而生。

道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解放前不通公路，全靠肩挑背驮，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后

交通事业发展很快，全县除新分置的杠村公社外，均通公路。现有公路703公里，以正安

至道真，道真至南川、道真至务川三条干线为主体的公路网，：{匕达南川、万盛，南通绥

阳，遵义，分别与渝万铁路、川黔铁路相衔接，通往祖国各地。县内各区都有班车来往。

有各种机动运输机具400辆(台)，其中汽车99辆。年货运量146万吨，货运周转量729万

吨公里，客运量86万人次。

文教卫生事业亦有很大发展。1949年只有1所初中，现有完中两所，初中6所，职中

和师范各1所，小学279所(包括载帽中学32所)，在校中小学生53，353人。与1949年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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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学生人数增加191倍，小学生增加13．3倍。工农业余教育亦有很大发展，被列为全

省农民业余教育先进县之一。县建有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等文化设施。

7图书发行量达22万册。农村有电影队28个，有线广播站27个，部分区社还建立了文化站

(室)。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解放前仅有一问3名医务人员的县医院和23个私营中药铺(摊)，天花、疟疾、伤寒

等病时有流行。‘现县、区均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医务人员发展到526

人。消灭了天花，疟疾、血丝虫等流行性疾病。饮用水井改良7，000多个。人民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计划生育工作亦取得很大成绩，198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5％。
“：

道真名胜古迹，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旧城明真安州城垣。列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的有县城内的万天宫、城郊烈士陵园，朝阳山蟠溪寺、插旗山翠飞阁，石桥观音

阁、文宝坝明墓、祖坟岗冉桂森墓、杨坝村王寅亮墓、顾家坡王家石寨子、石朝门于锺岳

题联、福星悬棺葬。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道真的历史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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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真县建置沿革概况

有关道真的建置浩革，历代文献和地方志书记载颇为简略。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

年)从正安县析置道真县，自此道真方才正式设县置吏。在此之前，道真历史沿革大体

与正安相同。

据《尚书》，《汉书》，《华阳国志》、《遵义府志》等记载。商，周时期，四川东

部有不少小诸侯国，东周后，巴国伙并了其中一些小诸侯国，建立了巴国，此时道真地处巴

国南境，但属哪一小诸候国，因历史久远，甚难确指。战国秦汉时期，道真先属巴国，公

元前3 l 6年，’秦遣张仪、司马错伐蜀，并灭巴国，于此分设巴、蜀两郡，道真属巴郡涪陵

县。秦汉时期建置沿旧，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 o 1年)巴郡分鼍巴东属国，道真属

此。蜀汉时，改巴东属国为涪陵郡，道真系该郡地。晋怀帝“永嘉(公元3 o l至3 l 2

年)以后，地没于蛮夷，经2 5 6年’’(《元和郡县志》)，因战乱，未设县置吏。

隋大业十年(公元6 l 1年)置信安县，据《遵义府志·建置志》考证：信安“当今正

安界中骨。唐武德二年(公元6 l 9年)，信安“改为信宁一，。属义州一。。五年(公元6 2 2年)

改义州日智州修归黔州都督府。贞观十六年(公元6 4 2年)置珍州，。天宝元年(公元7 4 2

年)改为夜郎郡，乾元元年(公元7 6 8年)复为珍州"，“领县三，，，即“夜郎、丽皋、

乐源’’(见《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遵义府志·建置志》等)。道真唐

初属信宁，后为义州、珍州无疑。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 5 9年)，南诏陷播州。咸通元

年(公元8 6 O年)，安南都护李郛越境收取播州，寻仍为南诏所陷。唐僖宗乾符三年

(公元8 7 6年)，唐王朝下令募骁勇士将兵讨之，太原人杨端应募入播，遂有其地。道真

先为南诏所占，后随播州收复而脱离南诏(《通鉴》，《宋学士文集·杨氏家传》，，《遵

义府志·建置志》)。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 9 6年)，黔南节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王

建，遵义盖为前蜀所据。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公元9 3 0年)，孟知祥将张武取渝州，袁彦

超取黔州，时遵义为后蜀所有。道真归属与遵义同《五代史》、《前蜀世家》、 《后蜀世

家》)。

《宋史·蛮夷传冷、《宋史·西南洞溪诸蛮》、《’遵义府志·建置志》均记：宋乾德

三年(公元9 6 5年)珍州酋田景迁以其地内附，赐名珍州。开宝元年(公元9 6 8年)，’

田景迁以郡多火灾，请易名高州，从之。大观二年(公元1 l 0 8年)有骆解上，下族纳

土，复以珍州名。这里的珍州包括今道真、正安等地。咸淳末(公元l 2 7 4年)“以珍

州并所隶乐源、绥阳两县来隶播州⋯⋯今遵义，绥阳，正安时为播地。”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l 2 7 5年)， “遣使者诏帮宪内附，帮宪三日哭，奉表以

播州、珍州、南平军三地降，十五年(公元l 2 7 8年)诏袭守如故，，(《宋学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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