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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在人类认识自然界和生活环境的社会历史中产生，并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作为地名主要内

容之一的街名，被人们称作城市的“化石”，是研究城市政治，经

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衡名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

朝关注。我国在明清时代，就先后出现了一些研究城市街名的专

著。从第一本研究成都街名的专著《华阳县志》算起，已有半个

多世纪了。几度论桑，成都衡名随成都市的发展而丰富发展。它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成都政治的变化，留下了成都经济发

展的痕迹，同时也遗存下成都民风流俗之掌故，为成都市发胜史留

下许多珍贵的资料。从晋人常璩凹《华阳圜志*中出现的第一个

成都街名起，成都衡名已有二干多年的历史。追流溯源，循名责

宴，如何进一步根据国务院发布∞《地名管理条例》为社会各方

提供比较完整、准确，标准的街名资料，以便有效地为国家行政

管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方面等服务，便成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成都城区衡

名通览*的编印，就是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而出版的。

成都市，历来被人誉为8天府之国”。她地处四川益地的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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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带，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河渠纵横，沃野千里，物产丰

富，山川秀丽，可谓物华天宝。她自古文化吕明，中国帮一所官

办的学校“文翁石室”就创建于此，设计精深、千年不废、举世

闻名的都江堰，如诗如画的胜迹名苑，繁荣昌盛的文学艺术，庄

严的宗教寺庙、帝王陵寝，灿若星辰的风流人物，都为Lp国历史

文化增色生辉，堪称人杰地灵。她在历史上又是中国经济较早开

发的地区之一，农业耕作技术发达，传统手工艺品名扬四海，商

业鼎盛繁华，早拍-唐代就盛私天下，号称“扬一益二”，不愧繁荣

之都。她还长期是西南的政治T{1心。远在公元前四世纪，蜀开明

王朝就在这里建都，影响深远的三国蜀汉政权在这里称雄，先后

五次成为封建割据王朝的京都和农民起义建立的“大蜀”、“大

西”政权的国都，并一直是郡、州、府、路、道、省治所在地。

现在又是四川省省会，是国务院首次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

一。建国四十多年来，经过成都人民的奋发努力，今日的成都

已是一座闪烁着现代文明色彩的中心城市。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

成都，认识成都，进而激发热爱成都、建设成都的积极性，也是

本书的宗旨之一。

在1981年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成都市锦江区，青羊区地名办

}】__j同志又于去前年先后按照国家，省、市的部署，对全市城区地

名进行了认真的补直，本书所搜集的地名资抖，都是以成都市人

民政府审盘批准、合符规范、标准化的地名为依据，并采用了地名

补查的成果。本书搜集的信息、数据，亦含近两年来人口普盘、

部门专业普查、专项调查以及报刊研究之成果l依统计部门提供

的资料为依据，经复查甄录，详其沿革，若其形要，收录较全，

释义较详，内容广泛，简明帑窦，兼文兼史，亦学亦趣。是潜心

政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一考古、地名等科学研究

的佐证，了解认识和建设成都的资料，名胜古迹的导游，桑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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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的多情多音，各部门使用的常备工具书。

在体例编排上，需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为方便使用，按现在成都市新的五个行政区￡怖区『^J各
街道辖区排列。每个街道辖区都附有街道简图、概况。每条街(巷)

包括：现名(即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和释文。释文对现用名

称的来历、含义、曾用名、演变(一衡多说则兼收并存)眦及现

状，包括长度、宽度和起止点、主要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大

型人工建筑、交通等主要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对人民路、

蜀都大道、新华大道、一环路等几条主要干道的总体概况，红二信

中的“成都衡名的历史文化特征Ⅺ里加以陈述。

二、各街(巷)的位置指示t大致以人民南路省展览馆为中

心(即南以人民东、两路为界，西以东城根街为界，北以羊市

街、西玉龙街为界，东以顺城街为界)，这一区域为市中区，其

余各街(巷)所在地均以此标明相对位置。

三、各街(巷)长宽度以米为单位，分别不同情况，乐用铡

绘部门提供的数字或实地勘测数，以反映其实数或近似值。

四、书巾所载街道，下限到1991年止。

五、附录部分主要为街名首字笔画索引，便于查找街名。

六、对已消失了的古地名蹦及发表在《成郝晚报》上的部分

街名考也收集于附录珥I。

七、本书附图所示各级境界概不作实弛划界依据。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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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市史略

成都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秦以来，一直是我国西

甫的政治、经济、义化中心。成都的历史，如果从成都地区有人

类活动的历史算起，早在距夸大约五、六千年的新石器n{代，

蜀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如果从开明氏统治成都的时

间算起，也有二千五百年左右。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算起，至

今也有王干三百多年了。总之，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兴起，经历了

役k均过程。

据考证，在三、四千年前，四川盆地∞东部和西部分别形成

哺个聚艋区，东部以巴族为中心，西部以蜀旌为中心。后来，大致

以涪汪为界，出现了巴圉与蜀圆两个奴隶制王国。古代蜀固是从

昆仑山东的积石LEi和岷山地区迁至青城山的彭灌山区，再迁至川

西·F原的。古蜀王开明氏在今天的川西一带兴建了城市，此后一

迂再迁，先到双流，后到广都(今双流中兴场附近)，最后迁到

成都定居。成都建城是十分早的。如果依据《路史·余论”头卷

一：“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

都。”那么，成都建城就在古蜀王开明九世时期，即有二千五百年

的再史。今天文殊院衡一带就是开明王在成都的王城所在地。南

fj是供古蜀王宗祠的地方，西『J姓墓葬区。近几十年。托西北



矫、百花濉、武担山、罗家碾附近挪发现了不少蜀国墓葬群。托

成都还遗存有一些大石，如天涯石(在东门尤硅石街)，支机石

(现移在文化公园)，武担石、五块石，这些都是古代蜀王墓前

均标志口这些巨石皆由数十里乃至几百里外的山上开采运来，被

考古学家林为“大石文化，，遗迹。古人说成都得名于“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正是说的上述历史过程。成都之

高，一直沿用至今4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柏：

办里衡。公元前3王1年，奈八按咸15H建制兴筑成都，郫城和I|缶邛

三城的城垣。由张仪、司马错、张若盯筑成都大城，周十二里竹，

称“张仪城”。传说建城时屡建不就，后来“有大龟浮于江力．

趾着龟爬行路线筑城，就成功了，所以成都又叫“龟城打。当时

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

城，郡治、是蜀郡太守官台区域}西为少城，县治(不是清代建

，-t的以人民公园用围为主的少城)，是商业区，市张列肆，商业

繁盛，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臻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

六郡，成都属蜀i{15，辅十二县。

公元ilfl206年一公元8年，西汉为益州蜀郡，辅十五县。汉武

帝时，为加强中央垒室粜杈，在垒I世设置十三刺史部，网川属益

州刻史部，刺史部治所亦花成都。那时，成都啪经济文化日臻繁

荣，为全国五大都会之～。特别是纺织业盛况空前，蜀锦生产后

仝国首位，在城西南设立了锦官，专管织锦，井筑有锦官城，故

成都又有“锦宫城p、“锦城”之称。蟓来的成都城终嫌太小，不

敷应用，于是汉武帝又改筑城池，杜原少城基础上筑南小城争与

之相对偏北的蜀王城，则莉：为北小城。此三城被连接成为数城相

把，建成大城，称为“新城一凸并又建成车官城(专为管理运逆人

货以厦征战用的车辆和车夫)。因蜀锦除上贯外，还行销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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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誉于世，所以锦官城名闻遛迩，流传至今，而车官城就少有人知

了。汉代的大城和少城各开城门九道，城内有通行车辆的大街。

到王莽(公元9一驺年)时，益州改称庸部，蜀郡改为导江郡。

担任卒正的公孙述反抗王莽，据蜀称帝，以成都为国都(公元25

～36年)辖十五县。并把益州改为司隶校尉部，还设置了京兆

尹，这完全是摹仿西汉的做法。到东汉刘秀建武十二年(公元36

年)，公孙述政权结束，四川郡县制度才与汉代完全统一。郡仞

辖十一县，后领七县。三国时期，刘备即帝位于武担山之南。刘

各在以夸青龙街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

市建设。这个位置轮廓，一直沿袭到解放前。三国时成都为益州

郡制，辖七县。

西罱(公元265—316年)韧期，把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成都

仍属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3—305年，李特“割据”建立

成汉国都，辖六县。公元420--584年，南北朝时，亦为益州蜀

郡。南朝郡领六县I北朝西魏时，郡领四县I北周时，郡领六

县。公元556年，糸晋大司马桓温灭成汉政权，下令拆去少城。在

公元582--592年间，隋蜀王杨秀沿着旧城，扩大西南面，重筑成

都城，用围十里。这狄筑城取土城中，成摩诃池(今^民南路展

览馆一带。后为五代前后蜀的宫苑。摩诃是梵文译音，是大的意

思)。隋时为益州蜀郡治，辖十三县。

进入唐代(公元618—907年)，蜀郡改称益州总管府。唐太

宗贞班(公元627--649年)年问，分天下为十遭。蜀置剀南道，

最§I南经略使，后升级为节度使。为管理方便，成都人口稠密的

东部被划为蜀县。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蜀县改称华

阳到，成都也改称南京。公元879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为

加强舫卫，叉太筑成部城。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角砖石建造。城

内有大街坊一百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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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27年，后蜀孟知祥在罗城之外，“发民丁十二万修成

都城”，增筑羊马城，城周达四十二里。他还叫人在成都遍种荚

蓉，“四十里如锦绣”，红白相间，一日三变，分外妖娆，成都

因而卫称“芙蓉城”。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为十

五路，蜀为四Jll路，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起义军王小波的部将李顺，攻八成都，

建立“夫蜀”政权。李顺在王小渡死后称“大蜀王”。义军失败

后，成都府被降为益}1{。元代设了十一个行巾书省，行省是派出

机哭的称呼，表明实行中央集权。蜀为四川等行巾书省，以成都为

治所共辖九路，成都路居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

又分四JtI为四道，成都蜘为J11西道，但成都仍是当时政治文化中

心。元朝来年，阱玉珍在重庆称帝，改固号为“夏”，把成都定

为他的蹯都，为省治之始。元来，成都夷为焦土。后来，明太粗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取消了行中书省的名称，改设十三个布政

司。四川布政司下辖八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州十三县。朱元

璋曾先雷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兰玉以土筑成都城，后来都指挥使

赵清_日j砖石重修大部城墙。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

部队进入成都，号称大西王，改年号为大顺，成都也改称西京。

后来璺引兵围剿，张献忠向阕中方向转移。撤离之前，拆毁了皇

城和城墙。

清初，四Jll巡抚张德地科I宪德先后重建成都城。公元1718

年，大将军年羹尧葬在城西南角筑界城，称“满城”或“少城一，

城内住八旗官兵眷属。当时城墙高三丈，垒城周长二十二里，订

三十六条大街，七十二条小巷。成都人常说的“穿城九里三”，

实为城东西距离，南北距离为七里七分。

民国初年，裁废道制，后废府，成都仍为四川省治所在地。

成部市钧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早在1921年时，就有把城地区域



改为成都市的建议，但未实行。1922年，成都、华用两县台并为

市，成立市政公所，县治保留。1928年，建立成都市政府，把成

都、华阳两县的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t成、华两县只辖乡区，

成都市为省辖市。这一大变革，改变了I000多年来两县分治一城

的格局，是成都城向近代化迈进的开始。

建国后，成都市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50年成都为川西行署

区驻地，市鞲区调整为八个。1951年8月城郊青尤、驷马、西城

等三多和青苏、城区、太平等乡的十九个村和华阳县保和、永

丰、得胜、隆兴等四多及桂溪乡一个村划入成都市，市辖区调整

为六个。1952年恢复四Ⅲ省建制后，成都为省会。同年，撤成都

县，天回，城区、太平等三乡划^成都市第三区。1955年市辖区

调整为五个，即东城区、西城区、望江区、龙潭医和万年区。

1955年4月龙潭、万年两区合并为成都市郊区，12月望江区并人

东城区。1956年温江县荪坡，青苏两个乡和苏坡桥镇及文家乡六

个村。郫县互助乡十四个村划入市郊区。1957年刘华阳县三圣乡的

四个村置成华多，入市郊区。市辖区经多次调整，至此老为东城

区、西城区、郊区。1960年，划入金堂县华严，大同两个公社和

新都县弥牟公社，设青自江区}同年划入华阳县西河、洪河、，、

面等四个公社和简舟_i县大兴、龙泉等六个公社、镇，设龙泉驿

区，划温江县簇桥公社、华阳县胜利和三圣等四个公社、灌县太

jF公社(实为1958年划人，1960年划转)入市郊区，后郊区改名

金牛区。1964年划金牛区苏坡公社和金牛公社的一部分设市政府

黄目坝办事处。1976年划入温江地区金堂、双流两县为成都市籍。

同年刚简阳洛带区入龙泉驿区，划仁寿县籍田区入双流县。自

此，成都市形成辖两个城区、三个郊区和两个县，以及一个市政府

办寻}处，直至1982年末。1993年5月，温江地区(除广汉、什邡两

县外)与成都市合并，实行市辖县体制。行政区辖5区(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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