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懿黼慧

蕤：麓j嚣．§瓣鍪}器一袋-粪



l；-lri-庆地名志

重庆市地名办公室编

一九九七年

冽一蠹=缉材甜塌潮鞠

捌蝴搿绷赫

翱科



《重庆地名志》编纂人员

顾问：王庆瑜 邵桂宝 兰熙权 宋志刚 黄启达

主编：李培德

编辑：李培德赵希贤 盛聪荣



地 图 目 录

．《华阳国志·巴志》疆域示意图

．清代重庆府舆地图

．清代重庆城图

．开埠前夕的重庆图(1 891年)

．重庆市全图(1 943年)

．重庆市行政区划变化图(1983年)

·重庆市略图(1 992年)



g

蔫

_

Ⅻ

m

∞

，”j

“

LLn

j

拦

删

～

∞

∞

，'”

掰

i

_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肆
lI
l

鱼
稿
滞

、
一
、
。

糯
。
墨
淋

“
1。

瓣翔
至却

哥哥
菡凑

菇 圃
藩
将
旃
涪
j

i青高哪海南渣
藩四



Ⅺ
_

_
●
&一

o—
L—

—
—
i∑

』
∞
坠
±
＆
＆
—
一

一
j■

■
￡

—
—

—
一

一

澈高峰辩
毵墨



八蚺二眨v

巡恻留心惺对．隶



’
乡
忒

卜
劣

乒
≮

＼
：一

昧
昧
麓
僻

{尝
圆

《
霸

{
{

li

●
o
一
●

●●“

M一葛而．一曲一

H¨汁舻。一斡旷‰

^津州冁w_瓣崤徘

h=、．．N

N“栉．阱
孤～，F．Z阱心辅骺i墼爨晦-■K烈。蛹赋讹

烈梨嚣赫

俐

。

岱确撒

黼鞴
黼㈣擞

燃㈣黼懈懈
驿蝴燃雠瞰暇

，，辩
黼燃

，

，一㈣瓣燃～雕剞悟巡删



遂

蓬溪县
武

重庆市行政区划变化图

岳‘ ∥

玛"／／17；，

垫
，

．g

县．昌江
r亡22寻≤三；县，

南 JII 县

I帝中置 2涉辟蜒量 3_岸基 4lI|匕E

5*Musr 6气皂转臣 7簟．illl -

贵

比例尺1：1400000
坌一In 1 O ·J 2p 望公■

■o_■盆；；j；；==；；；；； m
‘u

’h涪

孽县

已7，

●



重，庆 市略 图

钾庸一鬻弋漱◆．一李龆◆奠瓣◆√弯
重庆市行政区划统汁表 I一．V、，‘■重19∞卑{目止，

——

JF峙 2 3 ● 5。 6 7 8 9 0 II 2 3 I- i5 6 7 8 9 20 2I
一

＼K县 者 辽 一 九 ● 太 毫 ■ I ，- 江 ● 巴 ● ★ 讧 太 ■ 量 蕾 ● ●

一 毫 羹 ■＼力雳
巾 t 一 一 謦 埘 ● 一 辽 ● t 罡 ■ ● 山 且

囊 t
口 r

项II＼ 厦 窿 厦 垦 尽 区 -饵 理 且 ● 市 ● ● 墨 ● ● ■ ● ● ● ● 计‘

啦i虹办察处 1I 7 6 8 9 3 2 2 3 6 ∞

参 3、 2 IO 24 5 74 54 柚 87 5I 14 5l 36 ¨ 515 、j主∞形州 。，．‘≮铺 f ● 6 B 9 5 r 20 33 2 8 ● lO e 9 6 3 7 7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例 言

一、 《重庆地名志》系根据《重庆市志编纂试行方案》编纂，为市志七十八个分(专)

志之一。属市志概况类。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记地叙事，求实存真，力求荟萃重庆市域范围内的主要地名信息。

三、本志收录各类地名1370条。包括乡镇以上行政区划和部分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城镇

路街巷居民区名、自然地名、人文地名、历史地名。并设地名艺文篇，附有《重庆地名工作

大事记》、 《重庆重要地名记事》。

四、本志地名条目的释文采用词典条目式编辑方法，阐述个体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读

音、位置、含义演变及特征等。力求做到内容丰富，语言简炼，用词规范，博观约取。

五、本志对地名来历含义不清者不予叙述；有两说以上难定者取诸说并存，以供读者参

考。

六、本志对1958年起农村一般以乡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到1983年改变政

社合一体制等名称变化情况从略。

七、本志地名断限：原则上上线从有名称始，下线止于1992年。

八、本志历史纪年：清朝以前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纪年；从1912年起，一律用公元纪

年。

九、本志所收以江、河定相对位置的地名，一般以南、北岸表述；少数以左、右岸表

述。

十、本志卷末附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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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 篇

第一章地名综述

第一节地名的基本情况

}

，f q j～|’

地名是人类对地球上或其它星球上表示特定方位、范围的各种地理实体所赋予的语言文

字代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定阶段的产物。各种地理实体的形态，有的相似；有的迥然不

同。人类在劳动和生息中，为了区别和标识它们之间的差异；便于交往联系，耪对各个地理

实体赋予不同的名称。可以说地名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区别和标识各个不同的地理实体。《说

文解字》： “地名者，从地也，万物所陈列也"。《中国大百科·地理卷》也说： “地名，

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重庆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城

市，古时称江州，由江州到重庆，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的演变和发展。据史籍记载，重庆地

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早收录地名的文献，其中即有“巴刀的记

载。成书于战国时的《尚书·禹贡》，用自然区分方法，分全国为九州，将东至华山之阳，

西极黑水之滨的广大地域定名梁州，重庆当居梁州范围。古代地理著作《山海经》中列有江

州等地名，是重庆地名最早见于古籍。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中，收集重庆市域地名极

为丰富，所述地名沿革、概况也较为翔实。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发

展、变化。一些古的老的地名被传承下来并继续沿用，更多的新地名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的频繁交往接触而出现，使用的范围也El益广泛和扩大，因此地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地名

的种类不断增多，地名的文化内涵由简而繁，含义丰富多彩，地名用字、书写更趋规范化、
●

标准化。

1980年全市(含当时永川地区)普查地名57541条。至1J1992年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全市

地名已增加到59437条，尚有相当多的地名未列入普查和补查范围。这些地名，按其所指的

地理属性，可划分为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两大基本类别。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包括山、山峰、山口、山丘、沟槽、峡谷、关隘j+关口、江河溪流：泉j洞、湖泊、瀑布

等等。人文地理实体名称是由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形成可识别部分名称的总和。

人文地名很广泛，省、市、县、。乡、镇等行政区划名称；城市、城镇、’农村居民地聚落名

称，铁路、公路、航线、航道、’桥梁、隧道名称；水和电力设施名称，。以及各专业部门使用

的台、站、港、场和企事业单位等具有地名意义的名称也都属于f人文地名的范畴。其它还有

风景区、纪念地、名胜古迹j游览地等。在上述这些名称中，有些还具有单位名称和地名的双重

性质。如不少企事业单位名称，其所代表的地理实体具有明显的方位、范围，起着重要的地

名功能作用，在地名管理上也视为地名对待；、此外，地名也可按使用的时间分为现地名和历

史地名(旧地名)，其中现地名是指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历史地名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曾经
．．．． ：t，。 ．：．．j ．．， ．．



·2· 地名综述

出现’使用过，后因种种原因不再使用的地名，亦称旧地名、废弃地名或消失地名。

重庆市域的地名，一般由专名加通名组成，这是基本的地名词结构形式。这里所说的

“专名”，是地名中专门用于指位、示地的部分，如重庆、长寿、人和等等，具有明显的指

位性； 搿通名力则是指地名中用以区别地区、地点、性质或类别的部分，具有明显的指类性，

如重庆市、长寿县、人和街，其中市、县、街均为通名，表明这三条地名是行政区划或是街

道、聚落的性质。一般地说，地名是专名与通名相连，构成完整的地名词。但也有将专名直

接作为地名使用的，如江津即指江津市，荣昌即指荣昌县，青年即为青年镇等，已为群众理

解和接受，这类地名可称为通名省略式。还有一些地名，由数词、方位词、形容词加通名组

成，换句话说，即将数词、方位词及形容词当作专名使用。一号桥、二层岩、三潮水，十八

梯、百子巷等，这些数词只有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构成地名。方位词与通名结合构成

地名比较常见，如东村、南园、西街、北泉等。至于用形容词作专名构成地名的，为数也不

少，如自沙、黑山、青峰、小泉，大垭等。

有些地名没有通名，如市中区著名的区片地名望龙门、七星岗，其指位意义比较明显，

却没有“门，，“岗"的实体可寻。在旧时的巴渝十二景及1989年新评的巴渝十二景和重庆小

十景等著名风景点中，也都没有通名。这些景点名称均由四宇构成，如宇水霄灯、南山醉花、

佛图遗隘等，前两字为景观所在地，后两字为景观特色与意境，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被人

理解。

有些地名具有通名，如大溪沟、红旗河沟、鹞子丘等，过去确有其溪沟、河沟等实体存

在。但是随着建设的发展，而今已物换星移，建设为城市区片，因此这类通名已失去了指类

作用。类似的还有如“店万、 “寺"， “门弦， “街"， “坡"、 “市J，等。不少以“桥弦

为通名的地名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借桥名作地名或聚落名称。

重庆市域的地名，一般由三、四字组成。但“枣子岚垭菜市巷劳， “两路口菜市场正

街"等地名的字数达七、八个。具有地名意义的人工建筑物、风景名胜区、企事业单位等长

句地名，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时一般都将其称谓简化，如“重庆钢铁公司"简称“重钢”，“重

庆钢铁公司第三钢铁厂万简称“重钢三厂力。

第二节重庆地名的分类

研究地名分类，应从了解地名词的结构入手。重庆地名很多而且复杂多样，今主要就乡

镇以上行政区划地名的结构加以浅析，从中探索重庆市域地名命名的一般规律。

一、因山、水得名。重庆市域地势起伏较大，山地、丘陵分特占总面积的32％和67％；

江河溪流纵横交错，水系比较发达，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余条，还有更多

的溪流沟壑遍布大地。这些自然地理实体都会反映到地名上来，成为地名的寄体。在市属区

(市)县中，直接以山水得名的有长寿县(县东北有长寿山)，铜梁县(境内有铜梁山屹

立)、璧山县(县西有重璧山，今茅菜山)，綦江县(綦江河由南而北纵贯县境)。至予以

山．水命名的乡镇数量也不少。如歌乐山镇，涂山镇、南山镇，四面山镇、虎峰镇、云门镇、

铜鼓乡，香炉乡，长岭岗乡、碑槽乡等均因山得名；花溪镇、东溪镇、同,Jsl镇、安居镇、古

溪镇，五步乡、桃花溪乡、蒲河乡等均因溪河而名。

也有一些县、乡、镇的专名，看起来属子山水名称，如永川市、几江镇、铜溪镇、石河

镇、铁山镇、仰山乡等，实际上这些专名并非自然地理实体的山川溪河，而系取自地形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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