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酉璺

≤雾，．=．j簿譬篱j篓黧．黎i爹“曹袭。
毒；i攀誊爹爹j爹攀≥爹攀≥k算豢1霉窿釜、

．掣v
“’|r}晰

举

黪。。≯謦

密爱t≥l
。警 ”

一

参 二、．

。妻慧N
．?”．麓、

。。K r。。

一'嘞*ib“

雾擎薄太茂蔽淹



虫
贝

o■．■■■．III}。ll■■_II-■．I_I■■。『．-．，



毕节县地名录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天明 ． ，

副主任委员：余顺良．李玉唐．汤邦智

委 员：．．魏广略、．谭太祥．朱明德

主 编：魏广略

副主编：谭太祥

责任编。辑：谭太祥
‘

校 对：朱明德、谭太祥、魏广略、汤邦智．张天明，

工作员：谭清明、李国琴 ．一

’。

毕节县地名录编纂委员会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应时、吕开邦．‘杨智光、李朝忠、肖宗杰，陈明显、

陈永阶、陈长友吴明远、林凤鸣、张仕英、张名庆、’

宋玉海、周长琦．．郭家贤、黄维俊，黄家源、常绍友、

路喜源 ．

封面设计：魏广略、谭太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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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示审查《毕节县地名录》

．稿本的报告

毕节县人民政府。 ．

地名办在一九A-"年地名普查结束后．就进行了地名资料的收集核调、核对，编纂地名

录等的工作j由于地名普查资料粗糙，所以，必须重新编写概述，重新绘制各类地名图。虽

然编纂人员只有两人，但是在毕节县人民政府和县建设局领导下，上级地名办的指导下，得

到各有关单位以及各区公所，乡政府的支持，经过地名录编纂人员的努力，历时三年多的时

甸，终于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完成了《毕节县地名录》的稿本。

全书共分15个区镇，124个公社，四个街道办事处，570个大队，编写了共130篇概述，22幅

各类地名图，拍摄了全县各风景区，文物，古迹、地下溶洞，名花、名草、古树，毕节镇新

貌等56幅照片，达到了全书图文并茂，现要将稿付出版社印刷。

《毕节县地名录》是我县解放以来的第一都法定性的历史资料内部工具书J为了使本书

做到资料准确可靠．能更好地为毕节四化建设服筑特清示毕节县人民政府对本稿进行审
核·并转报行署，以便及时付印。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毕节县地名办．

一九八五卑六月二十四日

。f
‘J、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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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是祖国的

地名不仅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交通邮

务，民族团结，城乡建设、民政公安工作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

往及国家的领土主权。随着历史的前进，对地名的研究．已发展成为

学等诸学科的边缘科学。地名学已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国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消除地名混乱现象。提供准确，完善的

的主要任务。

为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消除地名混乱现象，毕节县人民政

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建立了毕节县地名普查办公室，于1981年4月至1982年12月在全县城

乡对地名进行了核调，补调。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地名标准化处理，使全县地名基本上达到

了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根据全县地名普查的以上成果，毕节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于1983年元月起，转入了{：毕节县地名录》的编辑工作。

《毕节县地名录》的编辑工作，主要依据地名普查的成果和有关参考资料，并吸取了外

地经验，结合本县情况编辑成书的。《毕节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标准化和规范

化的完成。它所收录的地名标准名称，具有法定地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命名，更名，

在使用地名时，一律以《毕节县地名录》所载标准名称为准。如需命名或更名时，应按国家

规定，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因此，《毕节县地名录》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严肃性。

《毕节县地名录》的资料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有关的专业部门，这就充分显示了它

具有广泛的，鲜明的人民性和科学性。

《毕节县地名录》不仅收录了地名的标准名称，而且刊印了地图和照片，较为全面地反

映了我县的基本面貌，历史沿革，山峰河流，革命文物，名胜古迹以及有地名方位意义的企．

事业单位，图文并茂，’从地名角度较为全面，准确地记录了我县各个方面的属于基础资料性

质的工具书，为各单位，各部门提供地名资料，为四化建设，经济翻番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的历史渊源流长，地名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部份，《毕节县地名录》旨在继

承和丰富我国的文化遗产，不致历史间断，使文化遗产得以延续下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总

结和保护了文化遗产，而且又能反映我县现实情况。这对各单位，各部门的各项工作都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

《毕节县地名录》的编辑工作，是在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编辑而成的。地名普查办

公室仅两名工作人员，他们积极热情，团结互助，日夜奋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对所获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力求所录之

地名、所绘之地图，所拍之照片具有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我县的文化史实付出了较大的

心血。此外，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终于成书出

版，与我县人民见面，这是值得庆贺的。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这

将有待于今后工作中，依靠全县各族人民的努力，加以补充和纠正。

5长大明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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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县地处云贵高原，贵州之西北。建置始自秦汉以来，已有二千多

地热气侯，物产，乃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从地理，历史反映在地
彩。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为了加强地名的统一管理，有利于社会

必须实行地名规范化，标准化，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

史形成的，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经过全县范围的群众性地名普查，业已对

现行地名和区，公社，大队名称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和认真的考证。并将十年动乱中搞乱

的地名予以拨乱反正。在区域内作到平衡，具有现实性和法定性，从而实行标准化地名。为

此，我们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运用普查成果，进行充实提高，编纂了这本《毕节县地名

录》提供标准化地名的有关资料，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日常使用。

我县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及贵州省人民政

府对地名普查的若干规定，自1981年4月起，到1982年12月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

对我县14个区，1个镇，124个公社，570个大队，在地区和县内重名及以序数命名的进行核

调平衡。按照审批程序作了更名或重新命名；对城镇的街，路，巷56条逐一核实定名。同时

以l·5万地图为基础，对地名逐条核调，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增加了地名185条，计有

错字40条，错音50条，错位33条，纠正含义不好的地名11条，消失地名11条，更名，复名299条q

少数民族语音地名395条，并请地区民委翻译组译其含义。作到了法定书写和标准读音。全

县共有自然村4145条。山峰河流294条，名胜古迹85条，有名洞穴125条，各种桥梁32条，山

塘，水库48条等，总计5716条，基本符合规定。至此，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以来的混乱状

况。 、

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使资料发挥作用．根据省地名办公室的规定．汇编成《贵州省

毕节县地名录》。搜集了《明实录》，《贵州通志》，《大定府志》．《黔西州志》．《毕节县

土壤志》，《毕节县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以及农业区划资料等以作参考。整理编辑县，

镇、公社概况126篇。按1：5万地形图绘翩成县、区、地名图、古城图，水系图等共22幅．

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名称的音序索引。每条地名按首字笔画顺序编了索引。拍摄了能反

映我县风光概貌，岩溶洞穴，农业生产新貌，土特产和名胜古迹，人工建筑等的照片56幅。以

朴实的语言，从地名的角度，反映出我县历史沿革和来历含义，气候物产、各个方面的基础

资料。 ，

．地名普查工作和编辑《毕节县地名录》是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一项刨举，我们

按行政区殳J顺序排列。把地名普查的表，卡，图、文有机地结合起来，写了近5l万字，编辑

体例恰当与否，有待予在使用中检验。由于编辑人员魏广略，谭太祥等水平有限，缺点和错

误在所难免，敬希各单位在使用中提出宝贵意见。

毕节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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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片

杨家湾区地名图

箔十二鼻：杨家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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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县概况

毕节县。地处贵州西北部，云贵]Ii--省交界处，位于东经104。527至105‘55’，北纬

27’047至27。467之间。东南连金沙，大方，纳雍，赫章各县；西北与云南、四川两省毗邻；

东西长约120公里，南北宽约80公里，总面积34149平方公里。全县耕地面积2101578亩(其

中l田为201374亩：)，草山草坡105万亩，森林面积384830亩，塘库面积4670亩；全县划为

15个区(镇)，124个公社，670个大队，4145个自然村； (海子街区有价公社未设大队仅
222个生产队)，56条街巷．居住着汉，彝、苗，京，满，蒙，回，藏，壮，布依，侗，瑶，

自’：水，土，仡佬、羌、景颇，泰，黎及其他等二十多种民族；总人日t 181200户，916214

人，其中汉族占人口总数的90．66呖，少数民族占9．84％。

毕节县地貌。西高东低，县城居中部盆地，海拔为1470米。县境西南最高的鸟箐梁子，

海拔2217．5米，东北部最低的赤水河畔，海拔471米，高低差1747米。属中中山丘陵，山脉纵

横呈不规则带状，在脉带突起部份，多为珠罗纪和三叠纪地层，适宜生长各种植物，群众习

称油砂梁子，现大部份开垦为农地。脉带中间，多为=叠纪地层，地表石灰岩岩溶发育，多

溶洞：峡谷．洼地，地层深处蕴藏煤矿，硫磺矿，陶土。断层地区，蕴藏少量锌铅矿．境内沟渠纵

横，水流急湍，落差大，形成大大小小的瀑布，比较著名的响水滩，古名响水河，河面宽50

米，落差30余米，河床峭岩，斜坡长约一百米，河水从滩上倾玛而下，瀑布高悬，吼声如

雷，得名。响水轰雷。，是本县名胜八景之一·现名倒天河，自北东流，横贯市区，蜿蜒于

县境中部田野，风景漪丽，索有灵峰敦厚，一水萦圆之美名。

：≯o全县主要河流有三条．均归长江水系；一、赤水河。发源于毕节县境内青场公社之粮都，

流入云南镇雄县，又于我县海戛公社之两岔河入境，流经海戛，团结，大渡，生机、耿官，

高山铺，小河，火马，左泥，岩脚、田坎、青杠等12个公社，是县境东北川、黔两省的天然

界线。境内流长73公里，下入金沙县境至赤水县入长江。

=．七星河，发源子赫章铺处，于我县永安公社之部家院子处三岔河口入境，流经永

安、七星，戛木营，星秀田，阴底，田坝，野鸡等公社，境内流长42公里，下入纳雍县为总

溪河，注入鸭池河汇乌江归入长江：
’

兰，倒天河，发源于本县黄泥冲公社白沙，流经后箐过大桥，翠屏，德厚，头步，以河，

保河，梨树等公社，汇集沟河，境内长67公里，注大方县之清沟河，入鸭池河，汇乌江归长

江，是毕节县境中部的较大河流，风景瑰丽，水势清浙。是区域内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

。毕节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因地处云贵高原，受横断山影响，地势高低差悬殊，气

温奇特，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群众谚云： 。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60毫米，年平均温度12．8"C，最热七月平均为21．9℃，最冷一月平均

为z．4℃，全年通过十度以上之积温为3650℃，年无霜期平均为245天。但在东西之问，差别

较大，在西北和西南地区，全年雨多晴少，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多低温，冰雹。在北面沿

赤水河边一带终年无雪，四季无霜，酷热多早。偏高处又有风寒气冷，入冬之季，常见山上

了0了一。小·



冰雪复盖，山下则是郁郁葱葱。因此，县境东部有谚Et· 。一山有四季，七里另一天’之趣

闻。 ．，

毕节县城：在县之中部，位于东经105。17 7，北纬27。187之间。

四周群山环抱，中心低洼平坦，：山水秀丽，人文攸钏b素为川，滇，黔之要冲，历史悠

久：据《大定府志》和《毕节县志》及历史有关资料记载：尧舜时代，三苗南迁为古夷人住

鲍，夏为梁州西南境，商为荆州卢国地，周为鬼方，战国属楚为夜郎侯地，秦置黔中郡，毕
，

节仍属巴郡之汉阳县所辖。汉武帝建元六年置犍为郡平夷县，元鼎六年置群柯郡属益州，平

夷县地。蜀汉章武元年为廉降都督府驻地．晋太康三年立益州南夷校尉仍为胖柯郡平夷县．永

嘉五年罢平夷隶属宁州。成和八年陷于成汉为平夷县隶宁州。东晋永和二年桓温平蜀改称平

蛮郡。成安二年没于符氏，太原中复为晋有。宋，齐、梁各朝皆为平蛮县平蛮郡治仍隶宁

州。太清二年为爨所据。陈，隋为西爨卢鹿郡地。唐初为西爨昆明国地，属三羁縻小州之禄

州，武德三年昆明国比楼内附，罢禄州隶黔州都督府，龙朔三年复置禄州。五代亦名禄州隶

黔府，宋初为禄州隶黔府属夔州路大万谷落总管府。宋末诸州名皆废，为罗施鬼国地。元初

属八番顺元路之亦奚不薛路地平迟安得长官所，始建毕节驿。建置之初，适逢除夕，赦名毕

节。有毕节之名，迄今已有687年的历史。

毕节．系彝语称洛更、裸巨，裸革，比跻，彝人作人之称·汉人乃除夕之证．明初宣抚，奢

香献道，皇华复驿，以径通滇蜀，故毕节开辟在省会未设之先：明洪武十三年廖权从傅友德

征南守毕节，毕节遂为冲邑。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奏置乌蒙、乌撒卫，置乌蒙卫于城．西140

里。‘据《黔西州志》与《贵州通志》记载，明洪武十六年徙乌蒙卫予毕节；因有毕节之名，

是年秋奏改乌蒙卫为毕节卫，属贵州都司领守卫所。明洪武二十年始建毕节砖石城，二十三

年竣工，明清累遭兵燹，几经兴废，清代续修多次，康熙四年，改毕节卫隶属大定府(今大方

．县)。．清康熙二十六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奏改毕节卫为毕节县，是毕节建县始名，先隶大定府

又转隶威宁府。雍正七年又改属大定府。雍、乾年间为贵西遭驻地。清末，贵州设民政长，

分设三个道，毕节为黔西道驻地，民国三年废除清制：治，抚，藩，臬，道毕节仍为县。民

国二十四年贵州设专区，毕节县为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1949年11月27日解放，

．置毕节专区，今为毕节地区行政公置驻地。溯自秦汉至今已有两千年多年的历史。

一九三六年二月，贺龙，肖克同志率领红军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建立了。中华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播下了革命种子，为毕节的解放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解放前，毕节的经济，文化极不发达，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压迫剥削，毕节人民长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广大劳动人民，’食不裹一

腹，衣不蔽体，一遇灾荒，更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但是，毕节人民素以勇敢，勤劳，俭

朴著称。以顽强，坚毅的意志，同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出现了

林青，邓止戈，缪正元、周素园，秦天真，徐健生，熊蕴竹等很多革命先辈从事革命事业。

解放后，毕节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推翻三座大·

山，完成了民主革命，全县人民正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兴志勃勃地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

新家园。经过三十二年的努力，使毕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全县已有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1习137797亩，建成水库52座，蓄水量2878万立方

’米，新建的高流，镇江等灌溉沟渠长达百公里，加之天然河淘，有效灌溉面积127582亩。通

过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扩大复种面积，使全县的粮食总产量从解放初期的一亿四千六



百万斤上升到一九八。年的总产量兰亿多斤，增长了一倍多。在发展粮食生产的
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根据山区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

烤烟，大蒜，生漆，茶叶，药材，桐子，格子，夏橙，柑桔，李子等经济作物和

近年来，油菜籽年产量达290万斤，烤烟突破10万担，一九七九年曾刨历史最高记

生漆八百多吨；茶叶一千吨；大蒜24万斤；桐子130万斤：辖子等，还有夏橙、

共320多万斤，全县农业总收入达五千七百五十八万元。开始从自给自足的生产

商品生产方面来。

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也相应地发展，现在全县已有各种农业

马力，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19台，手扶式拖拉机232台；排灌机械10440唰J
10801匿马力，农副产品加工机械6001匹马力，畜牧机械43slz_马力。

全县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一九八0年统计共有1206Z／。,其

站122个，装机容量共为5337千瓦。我县新建装机容量最大的林口区渭河水电站

‘已竣工并开始输电，仅用双千瓦的一个机组，一九八O年底已正常运转。

另有。鸦关，东风，石岗岭大小煤厂，砖瓦厂602．个。硫磺厂14亿农修V23d-。年采
煤15万多吨，年产硫磺块2740吨。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为510多万元。

工业，欣欣向荣，正在发展，省、，地，县办有软木，化肥，水泥，机械制造，农机，汽

修，酿酒，针织，制革，制鬃，卷烟，复烤，机砖，陶瓷，服装，印刷、化工，电池，塑料，

轮胎，采煤，榨油，粮食加工，糖食加工，广播器材，自来水，发电厂等86户工矿企业，年

产值为4762万元。比解放前提高十九倍半。建筑业一九)k--年产值728万元；邮电业务一九

Jk-年收入达80万元；仅县级工业产值为184l万元。商业贸易，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有百

货，五金，民贸，进出口公司，土产，农资，生资、机电，石油，食品，蔬菜，水产，煤建，

烟酒糖业．纺织品，盐业等23家公司和饭食服务业，供销社遍布全县各区公社，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年贸易净收入达1189万元。一九八。年统计金县城乡社会商品营业总额为6600

多万元，是毕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全县公路交通四通八达，解放前，毕节仅有川滇、清毕两条公路，在县境内全长164公

里，路基质量很差，仅有8瘸汽车，车祸频繁．商旅维艰，广大劳动人民仍受肩挑背磨之苦。
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维修原有的公路，重建了赤水河大铁桥和七星关大

桥，增筑了毕镇(雄)，毕纳(雍)水(城)两条县际公路，建成了县城和区到公社的农村

公路57条，新建桥梁38座；公路总长643公里，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现在全县124个公社，

已有121个公社通了汽车。各区所在地每天都有农村公共汽车往返，全县500多个大队均能通

车，仅毕节运输公司的车辆总计434辆，年产值达150余万元。毕节遂为毕节地区的物资集散

地，是贵州西北川，滇，黔边境的交通枢纽。

毕节县的文教、卫生和科研事业突飞猛进。现有科研单位7个，毕节师范专科学校，教

育学院、撒拉溪卫校，师范学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技校，邮电技校，轻工技校，农

机校，合干班等10多所；中学16所，县、区，社属公办和民办小学1248所；幼儿园5所。总

计大，中’『小学生有168730人。医药卫生方面；有省设麻风医院，地区中，西医院，精神病

院及县人民医院’'与区(镇)．社办的医院和卫生所194个。医务人员1279人，病床800多张·

文化事业：有文化馆，图书馆，人民公园，地，县体育运动场、电影院，人民剧场，影剧院，

百花电影院等及流动电影放映队43个，京。川，黔剧团各一个，观众年达800多万人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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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毕节城市建设发展迅速，．住房有所改普，市内主要街道均已改建为水泥路面，

市容整洁，街道宽敞。以南关桥为中心的主要大街，有百货，邮电，服务及人民银行大楼和

医药、民贸、五金等公司、人民剧场，新华书店等商业贸易服务设施，己初具新城市风貌·
毕节县是贵州的西北边陲重镇，毕节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毕节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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