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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县的地名，过去较为混乱，也无史志考查。《仁怀直隶厅

志》和《增修仁怀厅志》所记载的水志、山志，也不麒其全，更不详

细，有的无从考证。其他地名则一无所有。

从一九八一年五月开始，我们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

对全县地名全面进行了一次普查，并经过反复核对，基本上弄清了全

县3734条地名，查清了各地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并按标准化、规范化

进行了处理。从此结束了我县长期以来一地多名，一名多地、含义不

妥、重名、无名等地名方面的混乱局面。通过地名普查，我们对在地

区同名的三个公社和在县同名的75个大队名称作了更改。并按照1：乒

万县图标注的3347条名称，进行了认真审核，对其中的8 54条错字、

错音、错名、错位作了纠正；对已消失的61条地名进行除名；根据实

际需要，又在图上新增了448条地名。校正后的县图标有全部大队名

称和驻地，以及一部分重要的自然村。公社地图就更为详尽。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基本上和全国各地是同步进行，但、由于其他

原因，中断了近一年的时间。四项地名成果，于今年五月经省、地地

名办公室验收合格后上报。

《赤水县地名志》就是在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编纂的。《赤水

县地名志》收集了行政区划、居民点、公社以上企事业专业名称’还

有名胜古迹、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以及工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情

况。为全面反映我县国民经济发展概况、著名土特产品，以及当地风

光概貌，我们除收集一些数据外，还用文字作了简述，并辑录了部分

照片，增写了地名外志。资料较为完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赤水县地名志》所记载的名称，都是经过规范化处理的， 是现]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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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地名，具有法定性质。今后凡使用地名，都必须按照地名志

的名称来称说和书写。地名需要命名、更名，要经赤水县人民

批，这样方能有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加强法制观念，

照规定办事。

名是关系国家四化建设，关系国防、外交、人民社会交往和日

等的一项重要工具，必须加强管理，正确使用。

赤水县地名志》所绘的行政区划图，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分

依据。

赤水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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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县概况

赤水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边缘。东北、西北与四川省合江县为界，西与四川省叙永县相

连，西南与四川省古蔺县接壤；东南与贵州省习水县毗邻。跨东经105。367--106。147，北纬
28。167—28。457。辖6个区，1个镇，34个公社，321个生产大队，1760个生产队。总面积1798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38773亩(．其中田165880亩，土72884亩)，森林覆盖面积1508719

亩，石山、荒山、河流、场镇、道路等占有面积960000亩。全县有54251户，253989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35885人，农业人口218104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1人。县境内民族主要

为汉族，少部份是苗族。
‘

。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关镇，位于天台山西部，与四川省合江县九支区富嘉坳隔河相望。

地理座标东经105。417，北纬28。357，平均海拔约250米。

赤水县因赤水河而得名。赤水河原名大涉水，后取名赤虺(虺音毁)河。虺与水近音，故

转称赤水河。清末以赤水河之名改仁怀厅为赤水厅，尔后置县仍名赤水，一直沿用至今。

赤水县有悠久的历史。从已经在赤水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斧、石磷、石网坠等工

具以及在赤水河支流习水河畔发现的氏族社会时期的岩刻符号证明，早在数千年前，就有人

类在这里开拓生息。

据((尚书·禹贡》、((史记》、《仨怀直隶厅志》等有关史志记载：今赤水一带，夏代

(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公元前十六世纪)属梁州地域。殷商、西周至春秋，战国(约公

元前十六世纪——公元前221年)属巴国。秦隶巴郡。西汉为益州刺史部犍为郡符县地。东

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至三国时期，属江阳郡符节县。西晋永嘉(公元307—312年)

后废符节县。约过四十年，东晋永和年问(公元345—356年)属东江阳郡安乐县。南北朝时

期，宋时属益州东江阳郡绵水县，齐时属益州东江阳郡安乐县}梁时属泸州安乐戍，北周属

泸州合江县。隋朝属泸州郡合江县。唐朝为泸州合江县地。五代十国至北宋大观二年(公元

1108年)仍属泸州合江县。北宋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始于今赤水县境内置仁怀县，设县

城于复兴场(即现在赤水县复兴区公所驻地)，属梓州路滋州。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

废滋州为武都城，改仁怀县为仁怀堡，并承流县(今习水县土城一带和仁怀县一部份)入仁

怀堡。南宋属潼川府泸州合江县。元朝设仁怀长官司。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改属四川，十

五年(公元1382年)改属贵州都司，．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改属四川布政司。明万历二十

九年(公元1601年)置仁怀县，属遵义军民府，仍隶四川，仁怀县县城由复兴场移于留元坝

(即现县城所在地)。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仁怀县随遵义府划归贵州省管辖。雍正

八年(公元1730年)，移仁怀县治于生界之亭子坝建立新城(HIJ现在仁怀县人民政府驻地)，

旧城留元坝由遵义府通判分驻。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拨仁怀县的仁怀、河西、土城三

里归通判管辖。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改通判驻同知，建仁怀直隶厅，直属贵州省。

仁怀县仍属遵义府，始与今赤水县分治。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改仁怀直隶厅为赤水

厅，仍驻同知，隶贵州遵义府。民国三年(公元19“年)改赤水厅为赤水县。抗日战争时期



属贵州省第五督察区，尔后称遵义区。1949年赤水解放后仍名赤水县，属贵州省遵义专区。

1965年赤水县划土城区、隆兴区，醒民区归习水县管辖，习水县划官渡区、长沙区归赤水县

管辖．

据《增修仁怀厅志》载： “仁怀疆域，广阔千里，陆通滇黔，江连吴楚，北控嘉永，南

跨泸合，东七百里至遵义，西九百里至成都。由蜀入黔，由黔入滇，仁怀实为两省之锁钥，

虽地处偏隅而控全势∥，有黔：It；fJ户之称，为历代兵家争夺之要地。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扼仁怀，东侵南川，江津、合江等地，战乱历时四载。

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一1681年)吴三桂“叛军’’在仁怀一带与清军周旋八年。同治元年

(公元1862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入川黔一带，曾在仁怀厅境内的大

同、复兴、土城等处扎寨。民国十三年至二十三年(公元1924—1934年)，赤水相继为贵州

军阀周西成、侯之担所盘踞。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赤水县境，在元厚区沙沱渡

河，故沙沱为一渡赤水渡口之一·境内复兴场、黄皮洞、七里坎均为红军与川军鏖战过的地

方．1941年至解放前夕，元厚区的陛诏曾为中共地下党川南工委驻地。

境内文物古迹有z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磷、石网坠等物，古代官渡摩崖石刻，旺隆石鹅

嘴摩崖造像，葫市摩崖造像，官渡宋代墓群，宋代仁怀县治故址，红军长征时的宣传标语，

元厚红军渡口纪念碑；红军团长欧阳鑫和。北方左联黟创始人之一的段雪笙等烈士墓地．还

有许多历代碑刻。

赤水县地属河谷丘陵山区，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向贵州高原过渡地带．地层多为侏罗

纪、白垩纪，主要岩层有沙泥岩、页岩等。县境东南高，西北低．赤水河、习水河从东南向

西北穿越全境，至四川省合江县城附近汇合后注入长江．县内的地形复杂，海拔的差异较

大，最高处海拔1644米，最低处海拔221米。主要山峰有二郎山，野猪坪、望乡台、阳华顶、

桓山、大坝山、牛青山、鸡飞岩、锣锅山、虎头山、天台山等．据初步测查，海拔在600米

以下的河谷丘陵地带约占总面积的30．2％，表层为紫色土、沙壤土，兼有少量红壤土和黄壤

土，海拔600米至800米的半山地带约占总面积的39．88％，以紫色土为主，海拔800米以上的

高山地带多为黄壤土，约占总面积的29．92％．

赤水县物产较为丰富，赤水河、习水河出产鳕鱼，鳝鱼(分白鳝、青鳝)、鳜鱼、鲢

鱼、鲤鱼等鱼类和龟、鳖等水生动物，鲳鱼．鳝鱼、鳜鱼肉嫩味鲜，营养丰富，堪称水产珍

品．山区有熊、豹、鹿、猴，山羊、苏门羚、刺猬、野猪，水獭、松鼠、贵州蛇等野生动物．

林区出产香菇和各类竹笋，其中以冬笋尤佳，冬笋色泽如玉，鲜嫩香脆，可制作玉兰片．野

生植物有天麻、杜仲、石斛、黄柏，黄连、山苍子、树蕨、草树、金花油茶等。地下蕴藏有卤

水、天然气等资源。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复兴、旺隆、官渡境内．

赤水县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8．1℃，最冷月(一月份)平均气温7．8℃，极端最低

气温一1．9℃；最热月(七月份)平均气温29．9℃，极端最高气温41．3℃。全年无霜期约为

300天，每年约自3月4日至12月2日止，稳定通过10℃的活动积温(或简称积温)为5877℃．

年平均降雨量1286．3毫米，降雨季节分配是l春季占13％．夏季占44％，秋季占33％，冬季

占10％，相对湿度为83％。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寒潮、干旱、暴雨、大风、冰雹、绵雨等．

解放后，赤水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在

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1981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19945．7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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