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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生活交往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她发展与改变。

长期以来，地名的变换更替，受各个历史时期的影响，存在许多问题。如含意不好，

用字不当，有的地名生僻寡用，难认难记，有的一地多名或重名，地图与实地的地名错

音，错位，错字J大队以序数命名等。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大搞地

名“一片红"，更加深了地名的混乱程度，严重地影响了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给四

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根据国务院(79)305号文件及省府(80)89号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六月开始，

至一九八=年元月止，以七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

606个以序数命名的大队，以及同本地区重名的一个区、一个镇，20个公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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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原则，进行命名、更

名工作。予一九)k-：--年一月由县人民政府公布启用。地名普查中，以l：5万地图(1950

版)为基础，普查了全县地名1339条，删去了不存在的地名86条，纠正错字、错音、错位

等地名416条，总共删改地名502条，占图上地名总数的37．4％，新增大队等地名1015条，基

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图、成果表、地名卡、

文字概况)资料，经省、地地名办验收后，己按规定呈报。

地名工作是一项技术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也是一项基础性的社会工作。这次地

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因此，时间比较长，发动群众较充分，调查较深入，工作较

认真、细致，整套资料也较系统。我们将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岱乐至县地名录》

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需求，使它更好地为研究我县历史和四化建设服务。

Ⅸ乐至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汇编而成，参照1：5万地图．缩制成

1：17万的全县地图，及县城街道示意图，编写了公社以上行政建制的历史沿革，自然

条件，经济状况、文教卫生以及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等文

字概况材料共84分。汇录了行政单位名称，自然村等地名共2354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

汉语拚音，并在备注栏内对标准名称的来源作了简要的说明。编嗣了乐至县地名首字笔

画索表。

《乐至县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均以县统计局和各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最新

的数字截止1980年底。公社以上行政区划驻地隔县城的里程，均以公路的里程为准。各

区，社的总面积的平方公里数，是以1：10万乐至地图(1977年版)为基础，用求积仪

算求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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鼍 乐 至 县 概 况

乐至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东靠遂宁县，东南界安岳，西南接资阳县，西依简阳县，、

北邻金堂，中江、蓬溪县。总面积1425平方公里。北纬30 0027——30 o
1 77， 东经

164 0467——1050157。全县辖8个区，1个镇(四个街道居委会，52个居民小组)，67．

个公社，606个大队，5757个生产队，总户数为192359户，总人口809666人，比1949年

的583886人增长38．7％。其中。男415884人，女393782人；非农业人1=133456人；除回、

藏，羌等9种少数民族57人外，其余均系汉族。我县人烟稠密，每平方公里568人。乐

至县人民政府驻天池。地处北纬30 0167。东经1050017。距省会成都、专署内江均13 5

公里。

乐至县地处沱、涪两江的分水岭上，无大江大河，十年九旱。解放前人民生活困

难。很早以前，人们在城南大婆娑山、梅庵寺，东山岔河的汇流处，凿池蓄水，以解决城区

人民用水之难。池成以后，民间流传‘‘有水乐至，无水乐去，林茂粮丰，快乐之至”的

民谣，即成为私乐至池"的由来，故名乐至池(又名天池)。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

置乐至县，即以乐至池命名。故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 “乐至县因乐至池名也’’。

历 史 沿 革

乐至县古为《禹贡》梁州区域，秦蜀国地。据《乐至县志又续》载： “今据各籍为

详证和历代州郡考证，今成都府、龙安府、潼川府、雅州、邛州及保宁、剑州以西皆是，

即故蜀国也，县属潼川州，则县境于古为蜀国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后，推行中央

集权下的封建郡县制，县境为秦郡地。西汉为犍为郡牛革翠县地。东汉元和元年(公元84年)

县境属汉资中牛斡二县地。晋朝时期，因李雄之变，县境被西部羌族占据，南朝梁武

帝收复，置酱慈郡。北周武帝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分普州置安岳、多业二县，为多业县，隶

酱慈郡。隋开皇初年，废普慈郡，县归属普州，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改多业县

为普慈县，仍属普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属资阳郡，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

置乐至，始有乐至之名(县治车免镇，即今之天池镇)隶属普州。乐至县辖东至蟠龙河

50华里，入遂宁界，南至通旅场65华里，出倒流镇，抵安岳界，西至谢家桥50华里，邻简

阳界，北出白庙子45华里，入中江界。东西相距10'0华里，南北相距110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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