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 版说 明

《略阳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指示精神和陕西省

市、县地名志编纂提纲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地名办公室

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核实修改，编辑成册的略阳县第一部较完整的地名资料。它

是人们认识了解略阳，规划建设略阳的书面依据，对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地名的科学管理，不仅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且同“四化"建设及

人民日常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我县于1981年夏至1982年春进行了地名普查工作，

对列入普查范围的地名，逐个作了调查、核对，查清了它们的来历、更替及含

义。在书写和读音方面，也做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有的还重新作了命名或

更名，纠正了地名中的混乱现象。编辑出版本志，就是为了巩固地名普查成果，

进一步加强地名工作的科学管理。同时，为各方面提供了使用与研究地名的依

据。本志所反映的部份史料，可以作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对本地群众进行精神

文明教育的参考资料。

本志共编入县、社地名图45份，收入各类地名5，038条。其中县、区、社，

镇、大队及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行政区划名称315条，自然镇名称7条；

村、片村名称3，347条，废村名称86条；街道(路)名称10条，场，站名称

4条，道路、车站、道班、渡口名称47条，行政单位名称13条；事业单位名称30

条I企业单位名称84条}桥梁、隧道名称50条；电站名称1条，古迹名称8条，

河流名称34条，山、山峰、山口名称163条，沟(谷)名称302条，地片名称537条。

以上各条均附以简明扼要的注释。对公社以上行政单位以及重要厂矿、公路、铁

路、林场，古迹则给以概要介绍。本志内还附有自然实体、生产建设、名胜古迹

照片20幅。全书采用词典式编排。为便于查阅，卷末附有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

引。

列入本志的地名均经过标准化处理，具有法定性质。凡今后单位或个人书写

使用地名，均应依本志为准。需要命名或更名者，都须按国务院规定，报经县人

民政府批准，方为有效。

本志所载数据截止1982年底。多数材料是普查单位提供的，有的是县统计

局、农牧局、林业局提供的。在编纂中又经过核对、校正，力求资料完备与翔

实。地名图是依据国家测绘总局1967年版1：50000图绘编的。区域境界未作实地

勘查，所附各图，均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在编辑本志过程中，全国行政体制有所变化。我县在1984年春实行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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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县概况

略阳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地区西

部。地处秦岭西段南坡，嘉陵江上游。县境西

南部，西部和北部与甘肃省康县、成县、徽

县毗邻，东靠勉县，南接宁强。地势北高南

低。地域在北纬33。06。一33。377，东径105。

43 7一106。307之间。东西水平距离76公里；

南北水平距离56公里，总面积约2，831平方公

里。全县辖7区1镇40个公社，259个大队，

1，405个生产队，3，297个自然村。共3 7，3 79

户，189，39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2，359人)。

平均每平方公里6了人。除汉族外，有回、

蒙、壮、满、苗等少数民族1，600多人。县人

民政府驻城关镇狮风路中段。

全县境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有“一分

平地九分山”之说。山体多为中等火成岩——

变质岩，褶皱紧密而宽大。一般海拔1，ooo米

到1，600米，最高点为东北部的昏人坪，海拔

达2，425米，最低点为南部的登蹬垭(嘉陵江

边)，海拔仅590米，县城海拔628米。大部分

山地具有沟谷发育充分、风化剥落性强，坡

陡易滑坡(山坡多在45。以上)等特点。

1981年8月21日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时，泥石

流多处发生，加剧了灾害。

境内主要河流有l江1l河：东部的黑

河、白河属汉江水系，中、西部的八渡河、

东渡河(玉带河)、青泥河、小河、窑坪河、

西汉水、乐素河、青白石河属嘉陵江水系。

嘉陵江南北纵贯，流经县境约120公里。年

均流量125秒立方米，最大流量9，970秒立方

米(1898年)，最小流量9．6秒立方米。

1956年宝成铁路通车前，是本县由北到南并

下四川的水运航道。

全县气候南北差异明显，北部属暖温

带，南部属凉亚热带。全年平均气温13．4℃，

最高温度36．4℃，最低温度一10℃，年日照

1，584小时，年降水量约860毫米，年无霜期

约239天。受地形影响垂直温差明显，因有

搿高一丈，不一样"和“阴阳坡，差得多"

的谚语。

略阳是陕西省23个林区县之一。全县林

地面积约181万亩(含灌木林约57万亩)，

荒山约124万亩，合计305万余亩，占全县总

面积的71．6％。故林业生产潜力较大。林地

中有国有林(包括灌木林)67万余亩。林木

品种以栎类、桦木、华山松为主。解放后共

造林约40余万亩。

全县经济以农为主，农业总产值占总收

入的67％。现有耕地35万亩，占总面积的

8．4％(其中水田1．29万亩，旱涝稳产的梯田

9．29万亩)。年播种面积5l万多亩。复种指

数130％。低山、河谷一年两熟；高山、中山

两年三熟。主产玉米，小麦、水稻，豆类、

荞麦等。1978年最高产量达12．130万斤。由

于自然灾害频繁，产量不稳定。一般年成总产

约在9，ooo万斤至1亿斤左右，比解放初期

提高三倍多。平均亩产2lo斤，比解放初期

提高二倍半。农林牧副年总产值3，000万元。

年养猪1l万多头，户均4头；养牛2．7万多

头，养羊1．5万多头。近年来，种茶树2，065亩，

栽桑2，ooo多亩。蚕茧年产11万多斤，苹果年

产100多万斤，果园面积达4，352亩，核桃年

产150一200万斤。其他土特产有木耳，白木

耳，蜂蜜、生漆、油桐、花椒、棕片，板栗

等。中药材有天麻、党参、丹皮、杜仲，柴

胡等。野生动物在浅山有鹿、豪猪、狐狸

等，在深山有野猪，豹、黑熊、羚羊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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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人民勤劳善良、质朴诚笃，待客热

情厚道，本地村民四季晨时爱喝“罐罐

茶”。此茶以陶罐为器，用茶水煮炒面为

糊，配以核桃，鸡蛋、肉丁、藿香、花椒等

佐料，味道鲜美，既防暑热又防风寒。饮后，

顿觉精神焕发，浑身是劲，有人以打油诗赞

日： “略阳风俗淳，人喜罐罐茶。上工饮几

杯，充饥又解乏。客来殷勤待，边饮边叙

话。盛情溢言表，质朴胜奢华。

解放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大量外

籍人口来到略阳。有人写道：“人人都道略

阳好，我亦愿在略阳老。嘉陵碧连天，四望

翡翠山，三水绕城过，枫叶红于丹。若言还

故乡，故乡在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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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阳县政区历史沿革

略阳县的政区沿革源远流长。由于地处

陕、甘，川三省交界，历代皆为边防要塞，

兵家必争之地。“所守者大将，所屯者重

兵"。有史可据的地域建制，自春秋开始，

至今已历2，750余年。现根据明嘉靖三十一

年李遇春编写的《略阳县志>，清道光《略阳

县志》以及今县志办公室提供的资料，并

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历代政区概

貌，分述如下：

据县志记载：略阳“以其地为用武之区

日略，治在象山之南日阳"。最初于宋开禧三

年(公元1207年)定名至今。 (注)

先秦以前为古雍州之域。白马氐之东境

地。

秦为蜀郡所辖。

西汉时：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县境属益州刺史部武都郡沮县。县

治在沮水河侧(即今勉县茶店境)。

东汉时： 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

206年)，县境属凉州刺史部武都郡沮县。

县治所未变。

三国： 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蜀

占魏地武都、阴平二郡后，县境属益州武都

郡沮县，在今略阳筑土城，设武兴督。魏景

元四年(公元263年)，魏灭蜀后，届梁州汉

中郡沮县。

西晋： 太始五年(公元269年)，属

秦州武都郡沮县。

东晋：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属

南秦州仇池郡(州郡治在今成县)沮县，太

和元年(公元366年)，属前秦武都郡沮

县，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属前秦梁州

汉中郡沮县，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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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人杨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

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分诸氐羌为部，

设护军，不设郡县。今县境属氐人杨氏统

辖，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属后秦南梁州

武兴郡武兴县。州、郡、县治均在今略

阳。

南北朝：宋初，县境属右东益州(州治

在今汉中)略阳郡(今甘肃秦安)武兴县，

宋升明二年(公元478年)，氐人杨文弘，

于武兴称王，建搿武兴藩王国。，北魏正始三

年(公元506年)，魏灭“武兴藩王国”，又

置武兴郡武兴县(此时原天水的“略阳郡，，，

“略阳县"又侨置于此)，梁大同元年(公

元535年)，梁攻占武兴后，改为东益州武

兴郡武兴县。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

改东益州为兴州，改武兴郡为顺政郡，改

武兴县为汉曲县，州、郡、县治所均在今略

阳。北周时沿袭兴州顺政郡汉曲县。治所同

前。兴州当时辖二郡七县；顺政郡辖汉曲，

沔阳、灵道、幡冢。落丛郡辖落丛、长举，

广长。

隋朝：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设

顺政郡顺政县。当时，顺政郡所辖长举县、

呜水县在今县境内。

唐朝：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为

兴州顺政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将

兴州改为顺政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复设兴州。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将呜

水县并入顺政县，兴州辖顷政、长举二县。

五代： 略阳为前蜀和后蜀的兴州治

地。兴州辖顺政长举二县。

宋朝： 北宋咸甲四年(公元1001年)以

后，县境属利州路必州顺政县。路治南郑，



州治顺政。南宋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

利州分为东西两路，县境属利州西路，治兴

州。县名未变。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

又改为利州西路；丐州顺政县。开禧三年(公

元l207年)，吴曦据兴州，叛宋降金，金人

封吴为“蜀王”，改必州为“兴德府”，同年

吴曦被平，四月诏改为利州西路沔州。州领

顺政、长举2县。不久，将顺政县改为“略

阳县"沿用至今。

元朝： 略阳县属陕西行中书省兴元路

(利州路改名)沔州辖。州治略阳。至元四

年(公元1267年)，沔州又改属广元路。至

元二十年(公元l 283年)迁沔州治于铎水县

(今勉县旧州铺)，略阳为辖县。

明朝：明初仍承元制。洪武三年(公元

1370年)置陕西布政使司。改兴元路为汉中

府。略阳为汉中府沔州辖县。洪武七年，废

沔州，并长举县入略阳县。成化二十二年

(公元1486年)，略阳属汉中府宁羌州辖

县。崇桢七年(公元1634年)略阳为汉中府

辖县。

清朝： 略阳为陕西省汉中府辖县。乾

隆三十一年在县北(今观音寺)设清平县。

道光元年，改设黑河县丞。光绪二年(公元

1876年)又改为观音寺分县。

中华民国： 略阳仞属汉中道辖县。民

国十七年(公元1928午)撤道，改属省直

辖。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撤销观音寺

分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汉中

为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略阳为区

署辖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元1949年12月6

日略阳县解放。属陕西省南郑区专员公署辖

县。1 955年6月，改为陕西省汉中专员公署

辖县，1956年县政府机构移驻略阳新城，

1968年，为汉中地区革命委员会辖县，政府机

构又移至东关狮凤路中段；1978年9月，为

汉中地区行政公署辖县至今。

略阳县县以下政区设置情况如下：

明时： 据明嘉靖《略阳县志》记载，

县下政区设置有四里。即：礼仁里、信义

里，悦服里、明伦里。乡村共设九坝、三

村、十四庄。县城内设十坊。城郊设东、

南、西、北四关。

清时县下政区设置，据清县志记载：雍

正年间(公元1731年)，全县分四里，里下

设甲，每甲户数不等。道光年间(公元1821

年)，全县设四里，下设三十九甲，十镇

市，四十三村，二十五庄。

东路为礼仁里，有十甲，南路为悦服

里，有九甲，西路为信义里，有十甲，北路

为明伦里，有十甲。现有据可查的仅有三十一

甲，即柳树垭、安林沟、雒家坝、三官店、

田家坝、石桩碹，漆树沟、费家垭、曹家

山、鹰咀岩、阳山沟、海狼沟、滚子坪、铁厂

坝、白缺子，李家沟、鞍桥沟、冷峪河、大毛

垭、铁厂岩、光面坡，何家坟，吴家营，马蹄

湾，马家河、七里沟、乐素河、任家坝、王

家坝、小郭家坝、大郭家坝。其余八甲无考。

十个镇市：

东路镇市四：接官亭镇市，何家岩镇

市，两河口镇市，大黄院镇市。

东南路镇市二：麻柳铺镇市，庙坝镇

市。

东北路镇市二：张家坝镇市，观音寺

镇市。

北路镇市二：金池院镇市，白水江镇

市。

四十三村：

东路九村：两河村，七里店村、蹇家坝

村、五郎坪村、羊耳坝村、杨家坝村、大铁

坝村、小蝙河村、后沟村。

东南路四村：丁家河村、黑木林村、四

季坝村，大院子村。

南路三村：夹门子村、劝溪沟村、二郎

坝村。

西南路四村：史家院村、石塘汛子村、

土地庙村、转河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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