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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是一项重耍的文化遗产，历

为各朝，各国所重视。随着历史的进程，对地名的研究，已发展成’

为地理，历史，语言，文字等诸学科的边缘科学。地名学已成为国

家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国际交往、人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

遵照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为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我

县于一九入。年开始地名普查工作，到一九入二年完成了地名普查

的外业普查和内业整理工作。其普查成果报经省．．地两级验收，符

合要求。一九入四年，转入编辑工作。因此，《铜仁县地名录》是

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增删、审改后编辑而成的：

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县现阶段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完成。‘它是二

部比较完整的介绍我县地名情况的工具书。它对于研究我县的地理

环境、历史沿革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合理开发和利用我

县的自然资源，开辟旅游事业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重要作用。

《铜仁县地名录羚共收录了全县各类地名二千一百二十四条，

概况三十五篇，专文二十五篇，地图三十一幅，照片三十尢帧。全

书约十万余字，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标准名称，以公社(镇)

为单位主编。有公社(镇)概况和标准地名及城镇街、巷、路，重

要企事业单位标准名称等内容；第二部分为自然实体，收录了县内

k入。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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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山川、河流、洞穴、泉水等；第三部分为人工建筑，汇集了

栽县近百年来的山塘、水库、公路、桥涵等建筑成果；第四部分为

名胜古迹。荟萃了全县主要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凡是以上文物

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都附有专文，图片。第五部分为附录。

《铜仁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省人民政府

黔发(1980)192号文件及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按照标准化、规范化

的要求，经过详尽的查对，校核，勘误和音译编辑出版，佐证可靠，

资料翔实。因此，《铜仁县地名录》具有法定的意义，任何单位或

个人，在使用县内地名时，务请以《地名录》为准，如因特殊原因

需要更名和新命名的，都必须报经铜仁县人民政府或上一级政府批

准，方能有效。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的推移，其行政建置称谓，民族族别，

工农业产值等方面，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地名普查时称谓的

“公社～，现己改称为“乡"，原称的“大队”，改称为“行政

村”；通过民族识别，相当一部分村寨已恢复了原有族别，因此，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发生了变化；同时，也由于使用的是地名普查时

的资料，所涉及到的工农业产值诸方面的数据，只反映了一九八。

年的情况⋯⋯。事实上，到一九八五年止，全县少数民族共一十二

万零七百七十二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工农业总

产值为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九万元，比一九入O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

八点二。 ，

上述存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限于地名普查时的成果

资料和为了保持当时的历史现状，时过境迁，只好不作变动。为查

、暑



阅方便，特附《行政建遣变更对照表》，《少数民族一览表》于后，

意在补缺，以殓读者。

编辑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准确与

完整的地名资料。但是，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内容涉及面广，

编辑水平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贵州省铜仁县地名录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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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县、概况
’’

、

铜仁县位于贵州省东部边沿。东邻湖南省凤凰、麻阳．．芷江三

县；南与万山特区、玉屏县、岑巩县为界；西抵江口县；北接松桃

苗族自治县。地理座标居于东经108。517一一109。28 7，北纬27。257

一一27。537。全县总面积一千五百一十五平方公里。境内主要居住

汉族，侗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等二十三个民族正共五万一千四

百八十三户，二十四万九千五百二十四人，其中农业人口一十九万

二千五百二十一人。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辖五区一镇、二十九个

公社，·百五十一个大队，一千-．百一十个生产队。

铜仁县是铜仁行政公署驻地，又是铜仁地区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

：
．

铜仁，相传元时有渔人没江底得铜人三，故名“铜人"。明汞

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年)司改府时，将“人"改为“仁"，故

名铜仁。

据旧志载，铜仁，秦为黔中郡义陵县地。汉为武陵郡辰阳县地。

晋隶荆州，隋初为静人县，后入辰阳县，隶属沅陵郡，唐称芦阳郡渭阳

县。宋为锦州砦，后拜入沅州麻阳县。元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入三

年)，于大小江等处置铜人长官司，属恩州安抚司。明汞乐十一年

(公元一四一三年)置铜仁府，隶贵州布政使：明万历二十六年(公

元一五九八年)四月，置铜仁县。清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移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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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治于江口。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改称铜仁县，隶属镇远道。

民国尢年(一九mO年)废道，直隶贵州省辖。民国二十四年(?

九三五)六月，铜仁设“贵州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民国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四月，改为“贵州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

公署，，。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铜仁并入“贵州省第一行

政区督察专员公署，，，署设镇远。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

铜仁复设贵州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

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铜仁解放，十二月一日公布第一号布告，

成立铜仁县人民政府，赵信符任第一任县长。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I 江口、玉屏、铜仁三县合拜，统称铜仁县。一九六一年分县，仍为

I 铜仁县至今。

又据载，铜仁城始建于明景泰二年(公元一四五二年)，知府

朱鳢筑土城。明嘉靖年间，知府李资坤．．李尤荀又先后改建石城。

立七门，后因涉水不便，又瑁水门两个。城内纵横九里三分，初具

城池规模。

铜仁县处于武陵山脉中段，为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斜坡地

带。最高海拔一千一百四十九米(米公山)，高低海拔二百零五米

(漾头施滩)，一般海拔约在三百一一七百米之间。县内地势大致

是四周高、中部锦江河谷低。以东南部的六龙山为荤山主拳，又以

锦江为县内的主要河流。

地质构造，从大的区域而言，铜仁处杨子准地台江南台隆区。

县内大部属寒武纪，下统下部为碎屑岩，上部为碳酸岩类，中上统

以碳酸岩为主，总厚度大于一千米，震旦纪主要分布于瓦屋、坝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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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羊寨等地，呈带状。奥陶纪出露面积小。

地貌景观，低山丘陵广布，河谷坝子沿锦江及其支流呈串珠状

分布，属低山丘陵河谷盆坝区。东部锦江的南侧支流瓦屋河流域海

拔较高，多在六百一一九百米的低山丘陵，地表切割较破碎，坡度

较大，多在25。一30。以上。锦江沿岸山坡坡度可达四十度以上，具

有地形崎岖的特点。中部的川硐，城关、茶店一带，刺蚀面保存较

完好，母岩风化物残积而成风化壳，属红色粘土缓丘分布区域，边

缘受河流切割而成石灰岩举林或攀丛山地。西部坝黄呈砂页岩低

山状，岩性较软，侵蚀弦烈，沟谷发育，地形破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县内植被属湘黔边界过渡类型占全县森林总面积约为八十七万

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 ．

， 全县土壤构成分为五个土类，十七个亚类，四十六个土属，一

百零八个土种。 ·

县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主要矿藏资源有汞、磷块岩、钾页岩

等。分布广，储量大，品位高，很有开杀价值；森林资源，除油桐，

油茶外，还有部分淡竹资源，特别是六龙山的淡竹，储量丰富，约

十万余亩。

本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是省内三个高温区之一。大

部分地区年均气温在15℃一1 6．5℃，年活动极温为4200一一5300℃

之间。最冷月(一月)均温5．2℃，最热月(七月)为27—28℃。

据气象记录，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日，测到最低气温为一9．2℃，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达到极端最高气温为42．5℃，创全省最高记

录。县肉光照条件较差，据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八年十六年统计，年

3



均日照数为一千一百七十一小时，只占可照时数的百分之二十六。

年降雨量较为充沛，大都在1250mm至1400ram之间。大部分地区元

霜期约在270至280天。

县内的灾害性天气是夏早，出现频率为百分之八十九。局部性

的洪灾、雹灾也时有出现。据载，铜仁畲在一八五三年、一八七三

年两次发生轻微地震。

全县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因地制宜地发

展地方工业，大力倡办财贸商业。

，在农业方面，以粮食生产为主，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工

副业。全县共有耕地(习惯面积)一十九万二千八百二十八亩(其

中：田一十二万三千八百九十一亩，土六万八千九百三十七亩)这

些耕地主要分布在锦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盆地、河漫阶地及丘陵

地段。土质肥沃，灌溉条件较好。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红薯、

小麦和油菜、花生等，还集产少量的豆类、大麦、烟草等。一九八

。年，全县农作物种植面积共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亩，粮食总

产量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三万斤，比解放初期增产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点七。产花生一万六千三百二十四担，油菜籽二万五千零六十六担，

油桐籽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四担。农业总产值三千一百六十四万元。

其中：林业产值占百分之三点八，牧业占百分之一十二点二，副业

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渔业占百分之零点零六。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建国后，农田水利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全

县总库容量为二千五百万立方米。其中：一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八座，十万立方米以上的二十九座，山塘一百六十五处，水利发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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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五十八座，装机78台／408 1瓦，年发电量三百四十五万度。还有

各种水利机电设备二百零八处，三百多台(件)。这些水利设施的

有效和保灌面积分别占耕地的百分之六十点三、百分之四十六。正

在拟建中的漾头电站，装机容量为一万六千氐，建成后可基本解决

铜仁城区和部分乡、镇的用电需要，

在工业方面：解放前，铜仁只有一家私办的火电厂和几家手工

操作的加工修配作坊。建国后，地方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县现有

各类工矿企业一百零五个。其中省属二个，地属二十五个，县属三

十五个，镇属二十八个。可生产小型运输车辆、印刷铸字机、化肥，

水泥、纸张、油漆、卷烟、服装、皮鞋及各类饮料酒等工业、轻化

产品。年产值达四千万元。地方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社队企业的兴

起，一九入O年，全县社队企业发展到一百九十九个，职工一千二

百七十六人，总产值二百八十万元。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财贸商业的繁荣。各种商业服务网

点，星罗棋布，市场活跃，购销两旺。一九八。年，全县全民所有

制商业纯购进一千零一十二万元，纯销售五千八百四十二万元。

县境内水陆交通较为方便，共有各类公路四百六十九公里。百

分之六十的社队可通汽车、拖拉机。连接湘黔的玉屏一铜仁一吉首、

连接川黔的铜仁一松桃一秀山，以及连接省城的铜仁一遵义一贵阳

三条公路干线，’都通过县境。同时，锦问水运，远在宋、元时己成

为铜仁对外交通的水运航线。

解放前夕，全县只有中学五所，小学三十六所，学生约六千人。

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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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欣欣向荣。一九八O年，县境内共设有大、中、小学共二百二十

五所，在校学生五万七千六百三十八人。教职员工三千多名，其中

有大专二所，中专三所，中学三十八所，小学二百一十四所。县内

还建有影剧院入座，广播站六个，文化馆、图书馆、文化宫、俱乐

部各一处。卫生事业比解放前有较大发展。解放前，铜仁只有一家

由美国人创办的医院和几家私办的中草药店。现在，共有医疗单位

五十四个，医护人员六百多人，病床五百多张。不仅区社都设有医

院、卫生所，大队还有专职卫生员。同时，防病灭害工作大大加强，

清灭了丝虫病、疟疾等地方性流行病。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

有效地保证了人民荤众的身体健康。

铜仁四面环山，三面临水，山环水抱，风景优美，素有“黔中

各郡邑，独美于铜仁"的赞誉。特别是“东山楼阁矽、“中流砾桂"，

“南岳飞泉"等铜江十二景及九龙洞，莲花寺、水星阁游览胜地，以

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一周逸荤烈士故居(现存于铜仁城关共同路

18号)等这些名胜古迹，为开辟旅游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铜仁，素为黔东门户，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铜仁人民决心为

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新铜仁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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