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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但它

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的。会理县的地名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

更替变迁，原有地名比较混乱，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

义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因长期讹传，改变了原有含义，有的是实地的地名和地图不相符合，

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再加有一部分大队是以序数命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

’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1981年8月开始，至1982年8月止，以8个月时间，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对普查资料的整理考证，对原地名中的错位，错字、错名、讹

传进行了纠正，对大队以上行政区划的重名、同音及以序数命名的地名，本着反映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尊重历史，反映地理特征、易写易读、简明确切的原则，进行调

整或重新命名，对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进行了更改。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

要求。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四川省地图集，编制成1：30万的会理县地

图。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

筑，名胜古迹等标准名称共3，059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彝族聚居公社的地名加

注了民族文字。同时还收集整理了公社以上行政区划，部分企事业单位以及重要的山、河、

名胜古迹等概况68篇。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会理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

会理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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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县概况

‘。， 会理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正南部，北距州府西昌市184

公里。地理座标北纬26。397，东经102 4147。面积4，526．99平方公里

(6，790．485亩)。东、西、‘南三面为金沙江环抱，与云南省禄劝、

武定等县隔江相望；正东毗连会东县；西部同渡口市、米易县为邻；

东北与宁南、德昌两县接壤。1980年全县总人口为361，635人。其

中：男183，821人，女177，814人。农业人口为315，613人。民族以汉

族为主，309，877人，占全县总人口85％；彝族48，921入，占全县总人

I=／13．5％；傣’-傈僳，回、壮．．苗，纳西、蒙古、藏等少数民族，占

全县总人口0．8％(人口每平方公里为80．1人)。全县行政区划为7

区1镇，50个公社，3个城关街道办事处，301个大队，2，003个生产

队(其中少数民族公社13个，大队59个，生产队383个)。县治在城

关镇，海拔1，793米。

一、历史沿革

会理开发甚早。解放后，在新安、普隆等公社境内发现的石斧、

石锛，椐考证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南阁公社麻龙河的东咀，发现

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在新安公社瓦石田发现有战国时代的

竖穴土坑墓群，并有铜器、。陶器，石器等随葬文物；在老街公社发掘

的青铜铜鼓和黎溪公社转场坝发掘的6件一组青铜编钟，均为西汉时

的遗物。说明会理城河流域曾是原始人类和古代人民劳动生息的地

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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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县历史悠久。据有关史料记载：两千多年以前，秦和西汉初

属于邛都国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会理境内设置

会无、三绛、卑水三县，属越祷郡。蜀汉郡县因之，属倩绛都督。两

晋十六国时移越倩郡来治，属益州，会无，卑水二县仍之，三绛县省

去。南北朝时亦日会无、卑水，郡还治于邛都。隋开皇年间属西宁

州。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改置会川县， 以“川原并

会”，故名，属偶州。天宝初置会同军。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

年)，为南诏蒙氏所据。后置会川都督府，又号清宁郡(会川府)，

不久改为会同府。宋时属大理地方政权，亦日会川府。元世祖至元九

年(公元1272年)，大理内附。十四年(公元1277年)，立会川路，

属罗罗斯宣慰司，辖武安州、永昌州，会理州、通安州、黎溪州，

隆州、姜州、麻龙县。会理州系取“川原并会，，，为其所理之意。明

太祖洪武初，又改会川路为会川府，仍领七州一县，属四川承宣布政

史司，寻增置会川守御千户所。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裁革府州

县，改置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分置迷易守御军民千户所，具属四川行

都指挥使司。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改指挥使司为会川卫军民守

备，属建昌监理厅。二十九年(公元1 690年)，分卫地置会理州于卫

东之大桥。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裁会川卫守备，移会理州来治，

属四川省建昌道宁远府。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裁迷易守御千

户所，并入州改为迷易巡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公元191 3年)

废州，改为会理县，属建昌道尹。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道废，

直属于四川省政府。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四川省第十八

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西康建省，改属西康省。

1950年3月，会理县解放。1951年，划出安宁河以东地区(西区)设米



易县。1952年划出东路地区设会东县。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会理县属

四J1I省西昌专区。1 979年撤销西昌地区建制，现属凉山彝族自治州。

会理县行政区划：解放前设2镇4区，1 8个乡。解放初期分为5

个区，乡仍保留(包括米易、会东两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后，

设8区1镇，56个公社。1977年，将红格区划归渡口市。现辖红旗，鹿

厂、通安、太平、益门、六华、黎溪7个区和1个城关镇，50个公

社，301个大队。

二、自然条件

会理县处于高山峡谷地带。地势北高而南低，呈南北狭长形，长

1 30公里，宽55公里。境内崇山峻岭，层峦迭嶂，山川险峻。但山川

之间却是平畴沃土，丘壑谷地，阡陌纵横。主要山脉位于小相岭以

南，属螺髻山系，入境分为两支：东支鲁南山脉，贝母山为主峰，海

拔3，920米，为全县最高峰，其支脉逶迤而南，有长山梁子、大雪山

等；西支龙肘山拔地而起，雄踞县城西北，海拔3，585．7米，其分支

由北而南，绵延数百里，有月鲁山、白云山、中武山，直抵金沙江畔。

本县以山地为主，占全县总面积95％。高山地区(海拔2000一

3，000米)主要分布于六华、太平、益门等区，约占全县总面积35％，

属高寒带黄棕壤型林牧区，生产洋芋、燕麦、荞子等农作物。经济植

物种类繁多，宜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浅山深丘(海拔1，500一

2，000米)，分布于红旗、鹿厂，通安、黎溪等区，约占总面积60％，

属温暖带紫色土，红、黄壤稻麦区，土壤风化良好，适宜农作物耕作

和植树造林、发展经济林木，多种经营；河谷坝区(海拔800一l，500

米)，主要分布于金沙江和安宁河河谷，以及城河流域的鱼鲜、金雨、

新安、普隆、爱国、云甸、仓田、树堡等公社，属亚热带燥红、褐



红、紫色土水稻区，土壤深厚肥沃，是我县水稻、玉米、甘蔗、豆类

和油料作物主要产区，宜植树造林含蓄水源、充分利用光和热等有利

条件，大力发展亚热带农业经济作物。

据1 976年金县森林普查：全县森林总面积为257，623公顷。 其

中：天然、人工林1 82，676公顷，灌木林1 8，663公顷，疏林56，284公

顷o’J森林覆盖率40．7％，主要分布于太平、六华、益门和鹿厂等区。

可分如下林型：1、高寒灌木林，分布在海拔3，500一4，000米之间，

主要树种为杜鹃、栎类；2、高山阴暗针叶林，分布在海拔2，800—

3，500米之间，主要乔木有冷杉、铁坚杉、桦木、柏树、高山栎等；

3、云南松纯林，分布在海拔1，600一2，800米之间，主要是松纯林和松

阔混交林；4、稀树灌木林，主要在金沙江和城河两岸，海拔900一1，600

米处。全县木材总蓄积量为1，000万立方米左右。珍贵稀有林木主要

有：樟树、银杏、偃柏等。县内六华、太平、益门等区大片森林中，

还生长着小熊猫、虎、豹、熊、獐、麂、狐以及穿山甲等珍贵动物。

县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古老的结晶基底前震旦系变质岩系，在境

内相当发育，震旦系分布四周。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二迭系地

层，分布于北部岔河、贝母山、天宝山，西部龙肘山；中生界三迭系

地层，县境内仅发育白果湾煤系，分布于益门、杨河、白云山等地；自

东北部马鬃岭、猫跳河向南经会理城区至彰冠、普隆、大黑山达金沙

江一带为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地层；现代河谷河床两岸堆积新生界

第三、第四系。岩浆岩主要有前震旦纪花岗岩，分布于摩．挲营、金

雨、大黑依等处；二迭纪基性岩则分布于新发、毛菇坝、力马河、黎

溪至河口以及龙肘山区；三迭纪花岗岩在矮郎一带分布。在地质构造

上，县内位于康滇南北向构造带，主要构造线呈南北向偏东。．境内曾



经受多次地壳运动，辘近运动以上升为主。地震烈度为三个度区：城

关附近、太平、通安等地为六度区；益门、云甸等地为七度区；鱼

鲜、黎溪一带为八度区(1 955年9月，鱼鲜、发生过6．7级地震)。．由

于地质构造较为复杂，岩浆活动强烈，矿产资源极为丰富，是全国少

有的多种有色金属基地，现已查明的有：金、银、铜、铁、镍、锌、

铝、锡、钒、钛、钴等以及有机燃料和建筑材料，品种繁多，品位很

高。

，境内河流属金沙江水系，以县城西北龙肘山和东北马鬃岭为天然

分水岭。岭北主要河流有岔河、摩挲河，分别注入县北安宁河；岭南主

要有城河、太平河、矮郎河。城河发源于龙肘山，向南而流，迂迥曲

折，纵贯全县，经新安公社入金沙江；太平河蜿蜒而东，流经会东县

境汇入金沙江；矮郎河位于县境西南部，绕月鲁古塞汇入城河。各主

要河流虽属常年河，但随季节变化，流量差异很大。以城河上游为

例，平均流量为12立方米／秒，旱季接近断流，特大洪水时为403．9

立方米／秒。以上河流为本县主要农田灌溉水源，由于它们的自然落差

很大，有利于修建小型发电站，蓄水引灌。金沙江环县之西、南、东

边境，是会理县同云南省的分界河道，县境内流长约1 1 32里，大多

在峡谷之中，两岸山高壁峭，水深流急，暗礁险藏。由渡口市至鱼鲜

长40公里一段河道，经过疏浚可通小火轮。由于金沙江地势低下，目

前尚难利用于农业灌溉，但蕴藏有极丰富的水力资源。

全县最高点为贝母山主峰，海拔3，920米；最低点为金沙江畔的

铅厂，海拔839米。由于山高谷低，气候差异明显。高山地带气候寒

冷，年平均气温7。C；丘陵地区属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 5．2。C；平坝河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3。C。县治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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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海拔1，793米。北部有高山阻挡，冷空气不易侵入。冬季主要受

西南气流控制，天气比较温和，很少降雪；夏季受太平洋高压和高原

低压的影响，多降雨天气，但气温不高，因此冬暖夏凉，素有“四季

无寒暑"的“小昆明"之称。全年平均气温为1 5．3 0C，一月份平均气

温6．9。C，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1．5。C。金年最高气温30．6。C，最低气

温为0．4。C。全年无霜期为250天左右。雨量受地形影响，不同地区不

同季节极不均匀。年降雨量城坝子为1，1 58．7毫米；山区地带稍多，

年降雨量约1，400毫米；沿金沙江河谷地带偏少，在800毫米左右。

年平均降雨量1，2 1 1．7毫米，降雨期90％以上集中在6—10月。干湿

季节明显，日照充足，全年达2，421．5小时。

本县灾害性气候是干旱、暴雨、秋绵雨等。

三、经济状况

解放三十年来，本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

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19只。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8，723．54万

元，人平241．2元。

农业：本县土地面积大，耕地少，资源丰富，对于发展农业、工

业、副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县有耕地465，993亩， 占总面积的

6．9％，其中：田1 64，375亩，地301，61 8亩。农业生产以粮食作物为

主，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洋芋，其他还有豆类和油料作物。沿江

河谷地带可产双季稻。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有甘蔗、油桐、香蕉、芭

蕉、木棉、番木瓜、烤烟、油茶、油橄榄、蚕桑、竹子、水果、花

椒、板栗、核桃等，品种繁多。小关河的石榴，云甸的红桔，黄虎屯

的梨，沿江的香蕉，均负盛名。水果年产量达43，420万担。还有鸡纵

蕈、黑白木耳等土特产。药材有麝香、穿山甲、茯苓、黄连、防风、



牛膝、何首乌等数十种。

畜牧业是本县重要生产项目之一。县办有畜牧场一个(红旗牧

场)，有牧地10万亩。有养鹿场、养鸡场各一个。设有畜牧兽医站51

个。畜牧业主要为毛猪、羊、牛、马、骡、驴等。1980年底圈存数：

四大牲畜【注】共83，220头；生猪150，062头(当年出槽肥猪为

94，052头)，羊子291，187只；家禽237，608只，兔子3，295只。。此外，

还有年出19，700箱的养蜂业，对生产、生活的调节起着积极作用。

解放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县境内水库、山湾塘星罗棋

布。现有水库、山湾塘共875座(不包括平塘)，蓄水量达到1．3168

亿立方米。全县最大的红旗水库，总容量为1，110万立方米。修建大、

小渠堰1，600多条，总长2，500多公里，以东、西干渠(总长99公里)、摩

挲大堰(总长22公里)最有名。总计灌溉面积16万亩，保证灌溉面积13万

亩。其中：水库灌溉10万多亩，引水灌溉3万多亩，塘、堰灌溉2万多亩。

农村社队小型水电站也得到很大发展，1980年装机总数190台，总容

量3，982珏。水利电力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1980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共688，175亩。其中：粮食作物619，1 95

亩，经济作物60，540亩，其它农作物8，440亩。粮食总产量为

23，679．45万斤(包括国营农场和其它单位)，平均亩产382斤，为解

放后最高年产量，比解放前1949年的9，000多万斤增长1．63倍。人平

生产粮食754斤，人平分配粮食547斤。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8，723．54

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5，74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5．87％。

县办有农场一个。已建公社农机站32个，工作人员3，017人。农业机械

总动力为42，241马力，各种类型拖拉机536台(其中推土机44台)，各
●。

【注】 四大牲畜指马，驴、骡、牛。



种农业机具2，930台左右，汽车67辆。农业机械总值712．88万元。社

队企业人员7，228人，社队企业总收入为1，376万元。

解放以来，本县林业有很大发展。造林总面积为230万亩， “四

旁"植树2，500万株，定植油橄榄2．5万株，油茶保存1．25万亩，改造

铁核桃2．6万株；迹地更新2．3万亩，幼林抚育1．57)-亩。1980年末，有

社办林场16个，专业人员98人。解放以来，木材经营上交国库现金

2，000万元。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铸造、酿造、印刷、织布、土陶和小农

具生产等小手工业，虽有铁、煤、锌、铜等开采冶炼，但规模都比较

小。解放后，工业发展很快，现已有省、州、县办冶金、煤炭、电

力、机械、建材以及二轻工业、油粮加工、．食品酿造等。全民所有制

工业企业35个：省属会理镍矿、拉拉铜矿等2个；州属会理锌矿、益

门煤矿、益门瓷厂、益门水泥厂、会理大铜矿、云甸蚕种场等6个；县

属农机厂、水电厂、自来水厂、毛菇坝铁矿、新发铁矿、岔河锡矿、、

水泥厂、松香厂、印刷厂、木材加工厂、粮食加工厂、糖果食品厂、

酒厂等共27个。集体所有制工业有：机具厂、木工厂一玻璃厂、五金

厂、文具厂、砖瓦厂、塑料厂、服装厂、制鞋厂以及城关镇街道工

业、其它集体工业共121个。全县工业总产值为5，489．44万元。其中，’

全民所有制工业3，476．13万元(内县属工业总产值为963．87万元)0‘

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铁矿石523，754吨，精锡120吨，铅矿石30吨，粗

铜24吨，高冰镍(金属量)663吨，铜精矿(金属量)866吨，铅精矿

(金属量)346吨，锌精矿(金属量)3，881吨，原煤272，745吨，『，水

泥25，701吨，发电量4，095万度，砖瓦2，380万块，日用陶器357万件，．

玻璃制品96吨，塑料制品42吨，土糖1，479吨，松香500吨，饮料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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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吨，耐火材料400吨，木材9，834立方米，打米机292台。此外，还生

产黄金1 5两。县机具厂生产的“飞燕牌”钢锨，为全国外贸出口免检商

品之一，曾远销日本、美国、西德和东南亚国家。鹿厂瓷厂出产的绿釉

日用品和城关玻璃厂出产的玻璃制品，亦誉满省内外。县境内小富铁

矿蕴藏量丰富，品位很高，是省内各大钢铁厂炼钢不可缺少的精料。

交通：解放前，会理县交通十分落后，仅有西(昌、)祥(云南祥

云)简易公路过境，且只有一辆班车。抗日战争后，公路坍塌破败，

车辆运输中断，商贾往来均由人畜驮运。由于山路崎岖，边远山区群

众，终生未到过县城的很多。解放后，交通事业速迅发展，以县城为

‘中心至邻近各县和县内各区、社的公路，四通八达。川滇公路由北而

南纵贯全县，过境长度156公里，全为沥青路面。三十多年来，全县

共修公路39条?总长782公里。其中：县际公路干线3条，总长1 93公

里；县管公路5条，长192公里；农村社队和厂矿公路31条，总长397

公里：全县50个公社，除黄柏公社外，社社通车。目前已有23个公社

有定期班车。全县拥有机动车辆708辆，其中民用汽车680辆，县属年

货运总量达203，636吨。建立了专业运输公司和汽车队，加上省运输

公司有一个汽车队常驻本县，对促进工农业建设和城乡物资交流起了

很大作用。

金县有邮电局(所)15个，邮筒、代售处71个，路邮总长2，863公里，

邮电业务总量27万元。

财贸：解放前，由于会理少数私商垄断市场，群众所需商品奇

缺，物价波动，市场萧条。解放后，为适应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

需要，逐步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国营和集体商业网点为骨干，以农村

集市贸易为补充的商品经济。现金县商业企业机构已有1，085个，共



有职工3，1 34人。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842万元；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3，884万元。物价稳定，市场繁荣。

全县有县支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各1个，营业所4个，办事

处3个；有农经组2个，分理处1个，信用社50个，分社3个。1980

年县支行现金总收入为3，876万元，支出为4，506万元，全年净投放为

630万元。银行储蓄总额为3，241万元，贷款为1，993万元。

1980年全县财政收入为607．88万元；支出为993．71万元。

四、文教卫生

本县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前，仅有中等学校5所，现已发展

到24所；小学由原48所发展到432所。全县教职员工解放前仅200余

人，现已增加到2，225人。中学在校学生由解放初2，000人左右，增加

到1 1，218人；小学在校学生由解放初6，000多人，增加到48，570人。适

龄儿童入学率为82．1％。全县有幼儿园1 4#-，入园儿童1，400多人。

文化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全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管

理所、新华书店、。电影公司、文工团各一个；有公园一个，农村文化

站3个，电影放映队51个，电视差转台5个，影剧院7个；有广播站

51个，全县85％的生产队能听到广播。此外还有农村图书室25个，群

众文艺宣传队8个。城关有灯光球场和旱冰场；农村、厂矿也修建了

不少球场。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的职工，已有500余人。

卫生事业：解放前，会理县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全县仅有医院3

所(县卫生院、私立宏济医院、教会医院)，设备都非常简陋，病床

不到100张。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卫生机构现已发展

到1 1 5个，病床1，194张(其中：医院61所，门诊所49个，血吸虫病防

治站，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麻风病康复院各一个，卫生干部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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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校一所)。卫生系统职工为1，389人，其中卫生技术和其他技术人

员1，172人。生产大队建有合作医疗站21 3个，，赤脚医生370人。全县

城乡医疗卫生网已粗具规模，改变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高

了群众的健康水平。

1 980年，全县计划生育出生率下降到1 2,．6‰，人口自然增长率下

降到6．31‰。独生子女率达到25．22％。

本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 980年，钉螺面积由历史1 60多；万平方

米下降到8，000多平方米；病人由5，991人减为463人。

为解除麻风病人的痛苦，本县于1 959年建立了麻风病康复院，医

区占地16．30平方公里。现有医务职2[236人，病员263人。到1980年

止，先后接收病员1，012人，治愈出院582人。

本县城镇和区社建设也有显著发展。解放以来，县城房屋建筑面

积扩大了将近一倍。从1976年到1980年的4年中，新建职工宿舍、居

民住宅达1．47Y多平方米。198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实际完成额)553

万多元。 ．

1974年修建火葬场一所，占地1．8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多

平方米，有职工14人。

五，名胜古迹

金沙江皎平渡，在本县通安区中武山下，是1 935年5月初红军长

征时“巧渡金沙江"处，红军总部曾设在渡口侧之岩洞里。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这里指挥红军渡

讧，为临时指挥部。现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西山皈依寺，于1 952年改建为会理烈士陵园，设有烈士纪念堂

和纪念碑。园内台榭错落，松柏掩映，花木扶疏，常年开放，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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