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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供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作为今后

国家一切工作在使用我县地名时的依据，我们在地名普查取得的四项成果的基础上编印

了《四川省绵竹县地名录》o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

断发展和变化。绵竹县的地名多来自两千余年以来的民间积累，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变

换更替，原有的地名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有的重名，多名，有的以序数为名I有的生

僻臆造，难写难记；有的含义不好，用字不当J还有地图与实地地名不相一致的情况，

或错字，或错名，或错位，或消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更增加了地名的

混乱。这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不便，需要予以改正。

一九八一年初，根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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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共普查地

名2220条。经过整理，考证，研究，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的原则，删去了已经消失或失去作用的地名48条，新增加地名

506条。纠正错字、错名，错位的地名336条，最后列入地名成果表的地名共2172条。绵

竹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各公社大队及城镇街道命名的通告》。地名普查的全部成果

资料经绵阳地区地名领导小组检查验收，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本地名录的内容包括：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15万的绵竹县行政区划图，

标注了全部264个大队，27个公社，镇和县的名称，以及气象，地震，水文站的名称。

编辑了县，公社，镇，山，河，以及企事业单位概况文字材料35篇。分类辑录了全部地

名2172条，其中l行政区划及自然村名称1852条，各专业部门名称26条，企事业单位名

称30条。人工建筑物名称33条，名胜古迹名称9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85条，其它地名

37条·对每条地名都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多数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或人

口，耕地作了简要的说明。附录了绵阳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更改全区重名区，社，镇名称

的批复和绵竹县人民政府关于各公社，大队及城镇街道命名的文件，地名首字笔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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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行政区划名称首字音序索弓f，以及插图二十余幅。

本地名录使用的有关人口，耕地，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的数据，主

要引自绵竹县统计局一九八。年统计年报。有的数据为各有关部门提供。

本地名录不作为戈Ⅱ界的依据。

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绵竹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地名工作政策性强，又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缺乏经验．错漏在所难免≯请使用单

位和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见，以便我们研究修订。

I

绵竹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lk-"年十一月二十九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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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年画为全国年画四大家之

一，构图饱满，造型夸张，色彩鲜

艳，凝丽，乡土气息浓郁，构成鲜明

的地方特色，深受群众喜爱。图为赴

日．美，法等国展出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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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县历史悠久。图为清道．板

桥等公社出土战国船棺之巴蜀铜兵器

和本县文化馆收藏之汉代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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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膏
绵竹产酒全国名酒之一耶，醇和网甜特点，远销隔

历史悠久，素享盛名。剑南春．I，具有芳香浓清冽静爽，余香悠长的

外，深受群众欢迎。





蜀技丞相诸笛亮之手诸苗瞻。孙诸笛尚．予蜀汉灸兴元年(公元263-年-)

战虎绵竹a其基在域≠西门外诸葛垃忠耙内。或池为衣冠棼，观墓砰尚存。



衣县矿产资源丰富，四为清平磷矿开采矿石的情景。

翻山越岭，索道运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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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县概况

编竹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东北与安县毗邻，东南与德阳县接壤，西南与什邡

县以石亭江为界，西北与茂汶羌族自治县交界。位于东经103。547至1040207，北纬31097

至3l。42 7之间。面积1，244．17平方公里o 113，522户，466，920人，其中农业人口100，632

户，408，517人，非农业人口12，890户、58，403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共有两个镇，23个

居民委员会，25个公社，264个大队，1，863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绵竹城关镇，位

于东经104。11 7。北纬3l。20
7

o

(一)历史沿革

绵竹县历史悠久，古为蜀山氏地，周代为蚕丛国之附庸，秦时属蜀郡管辖范围。西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绵竹县，属广汉郡(郡治在今金堂县赵镇)，至今已有二

千多年的历史。因当地适宜竹类的生长，故名绵竹(县治在今德阳县黄许镇附近)。据县

志记载，特产绵竹， “叶细．片多而节长，有柔韧性，每节上有园圈，中黑如太极

图"。唐代杜甫有《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诗：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

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o唐代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将绵竹山列为天

下七十二福地之一。说明绵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汉代绵竹县管辖范围广阔，外以鹿头关(即今自马关)为界，内与成都平原联为一

体，大致处于绵远河与石亭江之间，包括今绵竹，德阳两县的地方。东汉中平五年(公

元188年)刘焉为益州牧，曾将州治迁于绵竹，公元194年绵竹城火灾，才将州洽移到成

都。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将绵竹县分出一部份，设置阳泉县(县治在今德阳县

孝泉镇)，绵竹属广汉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已，灾荒频仍，人民颠沛流离，县的名称多次更易，

管辖范围经常变动，县治也随时迁移。在汉时绵竹县境内，曾先后出现过阴平，苌阳，

南武都，阳泉．晋熙．孝水等县名。今德阳县之黄许，略平，孝泉等地，均曾为绵竹县

治之所。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改广汉郡为新都郡(郡治雒县，即今广汉县)，绵

竹属新都郡。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因外地流民多汇集在绵远河，石亭江之间，乃

设置南阴平郡为侨郡。东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设晋熙郡(郡治在今绵竹城关

镇)，管辖两个县，其一南武都(县治在今绵竹武都山附近)，其二荧阳(县治在今德

阳孝泉镇)o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南阴平郡寄治苌阳县，管辖两个县，其一阴平，

其二绵竹。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废晋熙郡，置南新巴郡，绵竹仍属南阴平郡。北

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并苌阳、南武都为晋熙县(县治在今绵竹城关镇)，后又废晋

熙入阳泉县(县治在今德阳孝泉镇)。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复名晋熙县，属

广汉郡。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晋熙县为孝水县(县治在今德阳孝泉镇)。同时

改雅县(今广汉县)为绵竹县。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改孝水县为绵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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