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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改

变。由于各个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

。意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与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或错

。字，或错音，加之全县大队重名较多，1 4个居委会又是以序数命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

命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都带

来了很多不便。
“‘。

我们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3 O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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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O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历时一年，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七年版的l，5万地形图为基础，共核调

地名7 7 O 9条(新增大队及大队驻地等1 6 7 4条在内)，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

的地名3 l 4条，纠正了错字，错位，错音l l 7 7条，共l 4 9 l条，占核调地名总数的

l 9．3％。现有上l。5万地形图和四项成果资料的地名7 3 9 5条。对全县在地区范围

内重名的l 7个社，镇和在全县范围内重名的2 6 9个大队都更了名，l 4个以序数命名的

居委会重新命了名，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

名成果表，地名卡片、概况材料)，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已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都很重视，成立组织，抽

调专门力量，用了很长时间，在核调和内业工作中比较深入，细致，资料也较系统。对引用

的数据：工农业方面均为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的年报，人口为县公安局一九八O年年报数，

社，队企业和财贸方面的有关数据是区、镇、社提供的一九八O的数据，公社、生产大队、生

产队数为一九八O年底的数据。云阳县地图是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 l 20万的全县

地图，并辑录了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水库、山峰等主要地名9 7 l条。蔗地名普查中，
撰写了概况材料l 2 5篇。对全县现用的7 3 9 5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和名称来历、含

义的简要说明；’在概况材料内加添了风景，名胜、及多种经营的主要项目插图2 5幅。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关系。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云阳县

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使其更有效地为四化服务。

云阳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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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概况

云阳县位于四川省东部的长江两岸。东接奉节，西邻万县，南靠湖北利川，北连巫溪，

开县。地处北纬3 o。3 4 7至3 1。2 7 7，东经l o 8。2 4’至l o 9。1 4 7之间。距离成

都市7 9 3公里，重庆市3 5 9公里，万县市8 4公里。县政府驻云阳镇(原城关镇)。辖

l 1个农村区，2个镇，7 9个公个公社，8 2 3个生产大队，l 1 6 3 4个生产队，l 4

个街道居委会。幅员3 6 3 8．5 2平方公里。总人口l 0 8 4 7 7 9人(非农业人口

6 3 2 l 7人，占总人口的5．8％)，每平方公里3 3 5人。多属汉族，少数回，藏

族。
’

二

一，历史沿革

据嘉靖“云阳县志"载I明朝洪武七年(公元l 3 7 4年)，将云安州改为云阳县。因

县城位于云安之南，其地两山夹江，四时多云，古有“北阴南阳"之说，故名云阳。

云阳县开发较早，历史久远。据“云阳县志一载：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巴

和蜀两支氏族就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为蜀，东为巴，当时云阳属巴国。在夏，商，周时，

县境为禹贡荆、梁二州之域，属庸国地，建国在今湖北竹山县，与巴、楚齐名，大于巴，

楚。春秋时，楚国强盛，文公十六年楚人伐庸，迨至匡王二年(公元前6 l 1年)庸为楚

灭，县地属楚。战国时，秦惠文王贪巴蜀之富，派兵伐蜀，灭蜀、巴统一六国(公元前

2 2 1年)，建立郡县制，云阳属巴郡，县名朐脓。前汉因之。后汉属巴东郡。三国时属巴

东南郡。宋(南朝)属巴东郡。齐属巴州。梁属信州。北周、隋，前唐名云安，属巴东郡。

(此时县城万户坝，因溅船不便，盐场远离和不利军事，约在隋、唐之际，遂迁城到汤口，

现云阳镇至今)后唐，五代属夔州。宋开宝六年(公元9 7 3年)改县为云安军，熙宁四年

于云安置安义县而旋废，元为云阳州，均属夔州路。明洪武七年始改今名，属夔州府。清袭

明制到民国元年。疆域变革，离合亦多。春秋战国时，域境异制，广狭移隶，考析无从。

秦，汉时，今万县，开县、梁平均属胸腮。东汉建安时，析置汉丰(今开县)。蜀汉建兴

时，又分出南浦(即羊渠，今万县，梁平)。于此，县域分出十之七，仅存之三，迨至民国

二十四年，县境东西距1 5 0里，南北距5 2 O里。明、清两代，在云阳县境先设2乡9

里，后为3里6 4甲，光绪，宣统新政时，设3镇1 3乡直到民国2 4年实行新县制止。辛

亥革命后，改元中华民国，旋即废除府州，恢复县制，云阳县属川东道，道治设巴县(今重

庆市所辖)民国2 8年四川设1 6个行政督察区，云阳属第9行政区，专员公署设今万县

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云阳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紧密配合南下大军，于一九四九

年十二月六日(农历十月十七日)获得解放，成立云阳县人民政府，隶属万县地区行政公

署。一九五一年建立区，乡政权时，全县设8个区，3 4个乡和两个乡级镇，随即废除保甲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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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路阳坝，农坝，鱼塘坝，高阳坝，桑坪坝等)和缓坡梯田则是全县粮仓。
’

高山区I在8 0 0米以上的山区，都分布于四大山脉，面积约l 0 3 5．1 9平方公

里，‘占全县面积的2 8．5％，石灰岩多在这些区域出露，坡度大于2 5度的占4 l呖，这

类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是生漆、核桃等经济林木的主产区。

云阳县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但分布不均。夏秋常有干旱，春夏时有冰

雹，群众称为“春雨夏伏旱，秋绵冬又千"，多年平均气温为l 8．7℃，最冷月(一月)

为7．7℃，最热月(七月)为2 g．1℃，极端最高气温4 1．7℃，最低气温为零下4℃：

无霜期约3 0 0天。历年平均日照为l 5 2 3小时。平均年降水量l l 0 0毫米左右。

全县出露地层单一，在河谷台地有第四纪沉积，在七耀、铁峰，温泉三大背斜轴部地

区，有三迭纪石灰岩，其余大部地区均为侏罗纪紫红色砂页岩互层。土壤类别主要是紫色

土，占全部耕地面积的7 9％，其次是黄壤土和潮土。

资源比较丰富。地下矿藏主要是煤、铁、硫、钾、铜、盐、石膏、石灰石，腐植酸等。一

地面资源主要有森林、草坡、水能、水产、经济林木(以油桐、柑桔、蚕桑为主)等，．，

兰，经济状况

云阳是个以农为主的县，全县有耕地1 0 4．8 7 5 7万亩，占幅员的1 9．6％，人平

l亩，其中田3 8．8 O 9 9万亩。主要稂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薯类，在总产量

中，水稻、薯类各占三分之一，小麦、玉米和杂粮占三分之一。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油

菜，芝麻，花生、菸叶、红麻、海椒、榨菜、生姜、黄花等。

建国三十二年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很大发展，全县现有水利设施l 7 3 7 l处，其

中小(一)型水库l O座，小(二)型水库2 0 5座，山弯塘l 8口，山平塘l 6 4 5 8

El，大堰、河水堰6 5 9条，石河堰7道，电灌站l 4处，总蓄水6 7 7 6．6 6万方，有效

灌溉面积3 1．0 8 6 9万亩，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增加了四倍。改田改土7．2 7万亩。改造低

产田2．1万亩。植树造林l 6万亩。开辟茶园2 6 5个，面积约2万亩。新建柑桔园3 3 0

个，定植上山柑桔树2 8 0万株。修建沼气池8 8 3 7口。同时，电力，化肥，农用机械

也大大增加。解放后建有硐村水电站，向阳火电厂，又同地区合建一个小江电站(主要供万

市)，装机总容量l 9 7 6 0千瓦。全县农村建有小水电站5 6处，装机容量5 1‘6 9千

瓦。 还有年产1．2 5万吨的磷肥厂和年产合成氮3千吨的小氮肥厂各1个。修建机耕道8

7 4公里。有大中小型拖拉机4 6 2台(手扶拖拉机4 1 8台)，内燃机2 6 4 0台。农副

盘品加工、运输、脱粒、粉碎等机械化水平都相应提高。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促进了

增产，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量5 5 4 9 6．5 3万斤，人平5 l 1．5斤，同一九五二年相

比，增长了7 3％。一九八O年农业总产值8 O O O万元，人平分配收入4 4元。 副业和多

种经营收入2 4 0 0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 0％，其中桐子产量达2 2．5万担， 是全国

产桐子最多的县，柑桔7万担，蚕茧1．2 3 4 6万担，榨菜3．7 3 9 6万担；7黄花7 2 9

担，茶叶4 3 2 0担，甘蔗6 2．6万担。畜牧业主要有生猪，山羊、牛等。 --JL；＼-,O年生

猪饲养量8 7．2 3万头，户平3．7头，当年出槽肥猪3 0．4 0 5万头，为饲养量的

2 9．0 9％，年末圈存5 6．8 2 8 l万头， 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增长了2．6 5倍。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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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胜古迹

云阳名胜古迹很多，前人誉为“巴蜀一胜境’’的张桓侯庙(又叫张飞庙)驰名中外。一

九八O年七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张飞庙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飞庙在云阳镇对岸的凤凰山麓，前有浩淼大江，后有山溪飞瀑，庙庭立于m晕岩之上，

古藤萦绕，林木葱郁，崇楼杰阁，蔚为壮观。

嘉靖《云阳县志》载： “张桓侯庙在治飞凤隅汉末建万。此说是否属实，无从稽考，但

庙中现存北宋宣和7年(公元1 l 2 5年)陈似《云安桓侯石碑记》残碑l件，碑中记载了

从宣和五年开始对该庙进行了一次维修，由此可见，是庙至迟建于北宋宣和五年(公元

l 1 2 3年)以前。此后宋、元、明、清各代均有扩建修茸。清同治9年(公元1 8 7 O年)，

张飞庙受特大洪水所害，大部殿宇亭楼被冲毁，现在建筑多是同治至光绪年间补修而成。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飞庙又遭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经两次修缮，现已可供游

人观赏。

还有潜于长江的龙脊石。据《云阳县志》载：这里自古为春游胜地，每年春上已日，帮

君士女，挈舟往游，在龙脊石上宴游赋诗，占卜丰歉，或设座说书，甚至搭台唱戏，十分热

闹。因此，龙脊石上古代诗文题刻极为丰富，有自元赭三年(公元1 0 8 8年)以来的各代

石刻题记l 7 0余处，大字如床，小字如栗，篆，隶、楷、草样样俱有，不少诗文及书法都

堪称佳作，真是一条陈列古代书法及诗文的艺术长廊。龙脊石上有“古渝之义熙，涪陵之石

鱼，云阳之龙脊石，虽地各异，然意皆同"的题刻，说明古人早就认识到龙脊石的水文价

值。解放以后，长江水文考古工作者对龙脊石的题刻作了多次查勘，统计出在平均枯水年水

位以下的题刻有6 8段，从而获得了5 3个枯水水文年份的历史资料，这对分析研究长江水

文历史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此外，云阳的自然风景也很优美，许多自然地理实体，壮观奇特，如清水公社的“龙

缸矽、“龙洞一，农坝公社的“石笋’’，上坝公社的“桥顶山’’，“倒洞"等，景色迷人，

令人神往，都是旅游，避暑的胜地。

云阳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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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镇概况

云阳镇位于长江北岸的汤口(汤溪与长江汇合处)，飞凤、五峰两山之间。东跨汤溪与

宝塔公社接壤，西、北与红堰公社相连，南临长江。镇人民政府驻人民路。全镇长3公里，

宽l公里，幅员3平方公里。有耕地2 7 O亩(无水田)，1个果园，6个居委会，1 0 4

个居民小组，4 2 7 3户，1 8 6 4 9人。多系汉族，少数回族，个别藏族，朝鲜族。

云阳镇在清光绪前，其城名厢亦称治。宣统新政改厢称治，邑至民国二十四年改名中心

镇到解放。一九五O年建立城关区。一九五三年改区为镇，名城关镇。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

时，改城关镇为云阳镇。云阳镇位于云安之南，长江之滨，其地两山夹江，四时多云，古

有“北阴南阳打之说，故名。

云阳镇是云阳县县城，乃川东古城之一。其县前名朐月忍时，城在万户坝(今旧县坪)，

后因不利舟楫和军事，盐场远离不便控制，遂迁城至汤口(今云阳镇)。明成化间(公元

l 4 8 7年)，知县王壁列以木栅垒石筑土城。正德六年(公元l 5 1 1年)，知县梅宁始

建砖城。万历二年(公元l 5 T 4年)，知县文简置石城。其城历经多次坍塌毁损，经明代

知县白云凤等，清代知县江锡麟等捐募补修，尤为同治九年(公元l 8 T 0年)，洪水淹城

濒江，东南城垣塌废大部，知县刘浦，县人谭锡奎等用正赋作役费，历尽艰辛修补完备。民

国十九年(公元l 9 3 1年)，知县熊福田增建新城门。迄今东，南两门尚存，北因早年无

门而废，新、西二门因修公路拆毁。从旧县坪迁此至今，历为云阳县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中心。

解放前，云阳镇是县政府驻地，政冶腐败，经济文化落后。

解放三十二年来，云阳镇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云阳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各社团

及企事业共1 3 6个单位都设于此。县政府驻县府街，镇政府驻人民路。新建的办公大楼，

各企业门市，职工宿舍，居民住宅，鳞次栉比。百货、日杂，糖业烟酒，食品等公司，合作

商店，个体摊、担，商品齐全，琳琅满目，购销两旺，尤以云阳桃片糕，香甜酥脆，营养丰

富，誉满鄂，皖，湘、渥。工业从无到有，原镇属机具厂、服装厂、修配厂，衡器厂，针织

厂、制革广、竹藤厂等，已交二轻局，一九八O总产值达2 3 8．9 l万元。街道工业有旅

社、食店、修配，理发等服务性行业，有职工2 4 0余人，一九八O年产值达l 8万余元。

城北山腰有果园1个，年产柑桔1 6万多斤，产值3万余元。山麓有广场，四周有电影院、

文化馆，照像馆、广播站，烈士碑，灯光球场、搬运汽车队，车队售票站、各公司门市等。

有县镇医院3所，保健防疫站各1个，有病床3 5 4张，医护人员3 8 9人。有中、小学6

所，进修，师范，供销、农机学校各l所，幼儿园、托儿所各1个，教师4 2 1人．学生

5 0 0 0余人，入托幼儿4 0 0余人。计划生育率达l 2．2 4％，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9 2‰。有街巷5 9条，沥青公路l条横贯全镇与云(阳)万(县)．云(阳)奉

(节)，云(阳)开(县)、云(阳)巫(溪)4条主干线相连。有机动车l 2辆。{气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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