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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地处川北嘉陵江中游，建县历史悠久，人们在地理、历史，乃至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的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地名上，相当丰富多彩。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

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错字，有的含义不好，有的长期

讹传，改变了原意，特别是口文革"期间，大搞地名_一片红"，更导致了地名混乱，给

行政管理、公用事业和人民交往带来极大不便。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遵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国务院、省人民政府的有关

文件精神，从1980年冬至1981年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搞清了每条地名

的来历、含义和历史沿革。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及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成就的原则，对全县1085个大队中以序数命名的989个大队重新命了新名，对81个公

社和一个镇审的23个社(镇)在地区内重名的也报经南充行署批准，有的恢复了老名，

有的更了新名。全县的区(镇)，社，大队标准名称，巳由县人民政府通告全县遵行。

同时以115万地形图(1960年版)为基础，对县境内5887条地名作了核对，删去

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84条，纠正错字、错音、错位的i612条，新增大队等地名

1179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

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按规定上交认可。

《四川省南部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按“省、市，县《地名录》编辑

意见，，，通过进一步充实、考证、提炼，报经省，地审定而编辑的，由省列为《四川省地

名录丛书之八十八》出版。全书辑录了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及其驻地、自然

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等霞要地名5803条，

对每条地名加注汉语拼音和条目释义，县、区、社、镇及重要地名撰写了概况或简介，

又在1，5万地形图的基础上，缩绘成1：20万《南部县地图》以示地名方位，附有鼻地名

首字笔画索引’’以备查阅。书中所录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

业单位，凡使用本县地名，都应以本《地名录》为准，凡涉及地名更名，命名时，必须

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

本《地名录》沿引数字均按省规定为1980年统计年报。从1981年1月1 Et以来到出版

日止的三年多时间，我县行政体制和工农业生产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社改为乡，生产

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组j新增加了一个升水乡，南隆乡并入南隆镇，1982年人口普

查全县为1，163，289人(其中女性565，930人)I植棉面积由20万亩调整为10万亩，而总产

量和国家收购量基本未减，在工业建设上，新建了啤酒厂，等等。这些改变了的情况，

本应一一补入，但为了顾全本省矗丛书一统一体例和断限时间，均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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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概况

南部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西两侧，居四川盆地中北部。地跨北纬31。04’--31。30’，

东经105。27’--106。22"。北邻剑阁、阆中县；东界仪陇、蓬安县，南接南充、西充

县，西与盐亭、梓潼县相连。全县共有幅员面积2，286平方公里。辖11个区、1个镇，81

个公社，1，085个大队，8，772个生产队。1980年共有266，286户，1，162,624人(其中l

男595，516人，女567，108人，农业人Ell，115，609人)。比1949年753，041人增长

54％。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508入。汉族最多，回、藏、满等民族，全县不到百入。

县人民政府驻南隆镇。南隆镇位于县境中部嘉陵江西岸，成(都)巴(中)、南(充)

广(元)公路交叉处．距省会成都300公里．

(一) 历 史 沿 革

南部县之名，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朝，以居于巴西郡(阅中)之南而得名。但南部

县开发甚早，据考古工作者在境内涌泉坝发掘古代遗址证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垦荒种

植。上古属梁州地。春秋战国时期属巴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

实行郡县制，在巴国的故地设置巴郡，分其地为县，此境乃属阕中县。西汉初(公元前

202年)分阅中县地置充国县，治地在今雄狮、万年之间，东汉初(公元25年)并入阆中。

汉和帝永元二年(90)复置充国县，属巴郡(重庆)。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分充国

县地置南充国县(以居于充国之南为名，治地即今南隆镇)。之后，又省充国县置西充

国县(以居充国之西为名，县治在今升钟境内，一说在今楠木境内)。建安六年(201)

刘璋分置巴东、巴西郡，西充国县、南充国县均属巴西郡。刘宋元嘉八年(431)改南

充国县为南国县，改西充国县为西国县，分巴西郡立北巴西郡(阅中．)，南国、西国均

属。梁武帝天监二年(503)改南国县为南部县，仍属北巴西郡，于西国县置木兰郡。大

同中(535～546)，州、郡、县建置变革纷繁。又在南部县设置南部郡，分木兰郡置掌

天郡(郡治在今太霞境内)，金迁郡(以金迁戍地为名)，分别管辖南部县、西国县、

金匮县(分西国县地置)，西水县(今太霞西水村)。西魏废帝二年(553)改南梁州

为隆州(阅中)，改南部郡为新安郡，将木兰、掌天二郡并入金迁郡，并改所辖西国县

为晋城县，改金匮县为晋安县。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将新安郡并入隆州盘龙郡(郡

治阆中)。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推行州、县二级制，悉罢天下诸郡，罢金迁郡隶属隆

州(阀中)，省晋安县入晋城县。隋末以水患移西水县治于今保城境内。唐高祖武德元

年(618)为避太子讳更晋城县名为晋安县，又析南部、晋安二县地置新井县(县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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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今大桥场)，西水县地仍旧。武德四年(621)，分南部，相如(今蓬安县)二县地置

新政县(县治在今仪陇县新政镇)。先天二年(713)，避玄宗讳改隆州曰阆州。南部，

西水、新井、新政、晋安均属阆州。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省晋安为镇，并入西

水县。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将西水、新井、新政三县并入南部县，隶属保宁府(阀

中)。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曾将南部县并入阗中县，十三年(1380)复置南部县

仍属保宁府。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入口骤减，故境内多由湖、广、赣人迁入，而清代

仍承袭明代的建制，县名和隶属不变。民国时期设南部县，初属嘉陵道(闽中)，二十

四年(1935)改属第十一行政督察区(南充)。在此期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解

放县境嘉陵江以东并在阆南两县间设县苏维埃的基础上，又渡江北上，一举解放了县境

西北区，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命名德丰县(今升钟区境内)，属川陕革命根据地之一部

份，不久撤离。1949年南部县解放，隶属南充地区。

境内行政区划，几经调整。清代末年设10个乡；民国二十七年(1938)改为44"区，54个

联保，二十九年(1940)改设34个乡，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941--1949)析为6个区，

50个乡。其中二十五年(1936)左右撤区，又有16个乡一度撤而复立。建国后，1950年

以来，全县行政区划多次调整。1953年一1954年先后将思依区7个乡划与阆中县，富驿、大

坪两区12个乡划与盐亭县，义和、金源，李家、罐子4个乡和碾垭乡的一部份划与西充

县，鲜店乡划与蓬安县；双合乡划与仪陇县。1974年从盐亭县划回大坪区；1978年又将新

政区1个镇和4个公社划与仪陇县。全县幅员面积比建国初期2，922平方公里，减少636平

方公里，成为现在所辖的南隆、盘龙、楠木，王家，东坝，定水、建兴、伏虎、大桥、

升钟，大坪11个区和1个南隆镇。

(二)自 然 条 件

县境的轮廓象一只细腰的海参，斜置在川中台地北缘的丘陵地带，地貌以低山深丘

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嘉陵江由正北向东南贯穿境内，西岸属剑门山余脉，东岸属

大巴山余脉。县内最高为县境西北西河公社的龙尾山，主峰海拔826米，最低是县境东

南王家公社之西河口，海拔298米。县境西北部海拔一般在350一700米(约占全县3 o％)，

山体多为长岗状形态，人们称为。深丘，，，中部及东南部海拔一般在300一500米(约占

全县65％)为台坎状和馒头状浅丘地带，嘉陵江沿岸冲积平坝(占全县5％)海拔320米

左右。

地质构造以侏罗纪重庆统为主，兼有白垩纪城墙岩及第四纪老冲积层和近代新冲积

层。岩层多为浅紫色或青灰色砂岩，夹有棕紫色页岩互层。岩层近于水平。历史上尚无

破坏性地震记载。地下矿藏主要有食盐、石油，天然气，嘉陵江沿岸有少量黄金。

水力资源较为丰富。嘉陵江在境内流长78公里。西河由西北入境，蜿蜒流向东南，

至王家场汇入嘉陵江，境内流长202公里。还有宝马河、柳树河、紫岩河、长滩河、大

涸溪、小洄溪等常年河流如脉络密布其问。

土壤以蓬莱镇组成土母质居绝对优势，其耕地多为棕紫泥夹沙土，有机质、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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