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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发展和

变化。由于时代的更迭，我县地名也受到影响，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中，乱改地名，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有的重名，或以序数为名，有的含义不

好，用字不当，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实际地名与地图标位不一，错字、错

位、错名，有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

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在永川地区地名领导小组和县委，县府的领导下，以及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从一九八。年九月开始，到一九／k--年十月止，以14个月的时

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全县7个区，2个镇，38个公社中，需更名的

有1个区，1个镇，11个公社，已报经永川地区行政公署批准更名。在460个生产大队

中，重名和定名不当的有158个。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的稳定，反映地理的特征以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县人民政府重新进行了命名和更名。同时，以一九六

。年出版的1：5万地形图为基础，普查了县内地名2，628条。其中删去不复存在和失去作

用的地名60条，纠正了错字、错音、错位等地名464条，共524条，占总条数19．9％，基

本上达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成果

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区地名领导小组检查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工作较细致，调查较深

入，资料较系统，整个成果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

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资料，汇编成《四川省璧山

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和个人的需要。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1：5万的地图，编制成1：15万的全县行

政区划图，标注了农村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搜集了地名普查

中形成的各种概况材料69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的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等地名2，564条。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

在备考栏内对每条现用地名名称的来历及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是根据1980年县统计局的统计年报和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的。

今后，凡单位或个人在使用鐾山县地名时，^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壁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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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概况

璧山县位于重庆西面。东邻巴县，南接江津县，西连永川、铜梁县，北与合川县、

重庆市北碚接壤。地理坐标：北纬29。177—29。537，东经106。027—106。207。全境呈柳

叶形。南北长60公里，东西宽15公里，面积913平方公里。辖7个区，2个镇，38个公

社，460个生产大队，3，178个生产队，127，264户，539，560人。汉族。

县人民政府设在壁城镇，距重庆69公里。

(一)历史沿革

壁山县建置于唐至德二年(757年)，至今已有1，226年历史。 《元和郡县志》记载：

“县有一孤山，西北二面险峻，东南二面稍平，土人号日重壁山，因以名县。打又据

‘璧山县志'载： “昔人云s四山如壁，日壁山。又云‘山出白石，明润如壁，故日壁

山’。刀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颁发新县印，将“壁"字改土为玉，名璧山，沿

用至今。

璧山县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县地统梁州(‘禹贡》)，商继之。周

(公元前十一——二世纪)列巴国地，秦灭巴国置巴郡。南北朝属益州巴郡。隋有渝州废

巴郡置巴、江津等县。隋唐战乱相乘，人民患苦，纷投“桃园’’营种，唐统治者，因分

巴、江津，万寿(江津朱沱)设壁山县治。 ‘唐书》： “渝州有甓山县"。唐大历十一

年(776年)分璧山县地置永川县。历五代及宋初无异。 《宋史》： “辟山隶重庆府。"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璧山并入巴县。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复置，属重庆府。

辖龙溪，普安、燕市、磨滩、壁山、水东、枫香、横山、登云及沙山10个里，每里10

甲，共100甲。清康熙六年(1667年)废壁山并入永川县。清初分璧山有上下二里。上

日磨滩里，7个甲，下日登云里，6个甲。康熙四十二年，永川知县马汝愈改磨滩里为

福禄里。雍正七年(1729年)，复置璧山县，辖里未变。乾隆二十四年(1760年)，分

巴县西祥里来隶璧山县，更名依来里，有8个甲。璧山治县927年间，一分、二并，三

置，确也“沧桑"。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颁铸璧山新县印，壁字始改从“玉”。同

治四年(1865年)辖福禄里(简称福里)，7个甲，统：县城、狮子、大鹏，丹凤、中

兴，鹿鸣，福禄，梓潼，太和，兴隆，河边及登第(今西泉界牌)等12个场，登云里

(简称登里)，6个甲，统：来凤驿、丁家坳、马坊桥、郑家、健龙、普兴及清平等7

个场；依来里(简称依里)，8个甲，统；接龙、青木关、六塘、七塘、八塘(古名新市

镇)j转龙、澄江口，龙门(龙门溪)，大路及依凤等10个场。计三里二十一甲二十九

个场镇，68，862户，434．391人。之后，陆续将夏溪口，温塘峡，缙云山三地划归巴县I

岚槽、小马坊，清平场，普新场四地划归永川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届川东道。民

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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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C1935年)起至解放属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抗日战争时期，列璧山为实

43年澄江口并入北碚区。建国以后，四川省分设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

49年12月设川东壁山行政专员公署，1951年迁江津县，又以驻地命名为江津专

年将转龙乡划归北碚区，1953年将青木关划归巴县。1958年江津专员公署迁永

永川地区。

(二)自然条件

处川东南平行褶皱区，属华蓥山脉向南延伸的低山丘陵区。由温塘峡背斜构成

濞峡和花果山背斜构成西山，两山间距约15公里，包围县境，形如柳叶。东西

连绵60余公里，由须家河组厚砂岩侵蚀，剥蚀形成陡峭山岭，成为邻县的界

550--885米，相对高度200一380米，面积158．1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两山之间为广阔的丘陵。丘陵由壁山向斜，香炉山向斜、兴隆向斜构成，海

拔210—500米，相对高度20—150米，面积754．8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2．68％。

丘陵又分为。山麓深丘、单斜深丘、馒头状中丘、方山中丘、浅丘、坪头状高丘和台

地。县境内蕴藏有丰富的天然气(面积约26平方公里)和一定数量的煤、铁、石灰石、

大理石、方解石、石膏等矿。

全县有璧北河、璧南河，梅江河三条。主要河流均与山脉走向平行，总长171公里’

流经27个公社，可分段航行木船。共有大小支流75条，汇水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有10

条，为县内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较丰富的水利资源。

土壤：县内东西两低山分布着地带性的山地黄壤土类’丘陵地区分布着隐域性土

类，是在紫色砂页岩上发育起来的特殊的紫色土类’沿溪河两岸受近代流水的沉积物影

响，发育成紫色潮土类，最南端的云坪公社登云坪上还残留有少量冰水沉积红壤土类，

由于人工耕种培肥的影响，长期种植水稻的结果，不管那一土类都可以发育成水稻土

类。其中以水稻土类为主。总计有5个土类，8个亚类，17个土属，60个土种，91个变

种。森林资源较丰富，常见的自然植被有70多科，100多种，由马尾松、杉木林，川柏

木疏林，竹林组成，分布在不同的地形和土壤上。有用材林189，783亩，竹林34，290亩，

板栗林450亩，疏林和灌木林12，240亩。

壁山气候温暖，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年均温18。C，最高气温为

18．6℃(1963年)，最低气温为17．3℃，(1976年)，最热为七、八两月，月均温28．3℃，

最冷为一月，均温为7．2℃，绝对高温可达40．6℃，绝对低温为一3℃，≥0℃，年总积温

为6571．8℃。无霜期长，为337天，冬季霜雪较少。年降水量1，052毫米左右，雨量多在

4—8月。主要灾害性天气是低温寒潮和高温伏早。

(三)经济状况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5亿元(不包括省、地企业)，其中t农业总产值9，688

万元，占64．59％，工业总产值5，312万元，占35．41％。

农业：现有耕地502，941亩，农业人均1亩。其中稻田357，464-亩，1145，477亩，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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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济作物。建国以来，不断进行农业水利建设，现已建成水库92座，其

中I中型2座，小(一)型13座，小(二)型77座，山平塘4，719口，石河堰273道，加

上74处煤洞水，共可引、蓄水9，018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68，600亩，占总耕地面积

的53．2％。电力提灌站331处，干、支渠道1，070公里，小水电站9座，装机16台，容量

1，530豇。1980年农业总产值9，685万元。其中粮食4，874万元，林、牧、副，渔业共为

4，811万元。粮食总产39，910万斤，比1949年增长1．4倍，油料作物583万斤，增长1．8

倍I甘蔗2，559万斤，增长13倍，蚕茧274万斤，增长90倍’柑桔1，000万斤，茶叶13万

斤，蘑菇、黄花、海椒、板栗等农副土特产品，都有新的发展。1980年完成征购任务

7，085万斤，农业人均生产粮食770斤，人均口粮546斤，人均现金76元。

工业。建国前，仅有小煤窑，土布，土纸，土陶及农村酿造等手工业。现工业有较

大发展，主要有：农机、汽车修理、化肥，水泥，煤炭，纺织，酿造，制糖，印刷、制

纸，陶瓷，生铁，建材、皮革、食品加工，缝纫等行业。截至1980年底，已发展N283

个企业，其中：县属工业33个，社办工业231个，街道工业19个，总产值达5，309万元，比

1949年增长4．1倍。1980年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原煤39．7万吨，合成氨1万吨，水泥26，836

吨，生铁9，964吨，饮料酒2，387吨，棉布380万米。

社队企业近年来也有较大发展。1976年有社队企业597个，从业人员5，588人，总产值

420万元。1980年底发展到691个，从业人员10，435人，拥有固定资产1，285万元，总产值

1，985万元，比1976年增加4．74倍。上缴利润53万元，实现利润218．8万元，分配给队，

户468．7万元。

交通。建国前除成渝、绵璧两条公路经过县境外，其它没有一条乡村公路，运输全

靠人挑畜驮。建国后逐步建成来凤到江津的县道和县城到大兴、丹凤、正兴、丁家、定

林、广普、云坪、福禄，八塘、五龙等区乡级公路30条，共265公里。1980年，全县公路

通车里程326．7公里，实现了公路网，社社通客、货车，交通运输有较好的改善。

商业s 1980年，全县各种商业及饮食服务业摊店(包括个体户和农村代销点)1，268

个，社会商品零售额达7，345万元。购销两旺，市场繁荣。

(四)文教卫生

教育l 1949年全县仅有中学5所，在校学生1，781人，小学270所，学生23，815人。

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980年有各类学校507所，教职员3，822人，在校学生119，961

人。其中l中学52所，教职员1，564人，学生31，165人，小学454所，教职员2，232人，学

生88，394人，幼儿园1所，教职员26人，幼儿402人。

文化设施：1980年全县已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放映公司，川剧团，电影院、

剧场、业余体校和业余剧团3个，文化站2个，电影放映队66个，工人俱乐部1个。

卫生。1949年有卫生院1所，病床20张，设备极差。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

民的身体健康，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全县有医院48所，卫生防疫站1所，病

床716张，医务人员853人，大队医疗站376个，赤脚医生7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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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胜古迹与革命纪念地

璧山县历史悠久，人文鼎盛。十一世纪末，南宋状元冯时行(1100—1163年)和蒲

国宝(1110年——?)均系县人。县城内学宫后右五十步处是冯状元故宅，宅前街道取名

状元街，街至城墙处新开--t-]，取名状元门，门外有状元碑及状元桥。城内有二状元坊

(--牌坊街)。蒲国宝籍蒲坎坝(今蒲元公社)，当地有蒲氏坟园和蒲状元之墓，且有

碑文记载。大东门内立有蒲状元碑。明代江朝宗在《新建壁山县记'内说。 虬⋯．．其间

若冯当可(时行)、蒲国宝联登状元。"t金石志》亦载： “⋯⋯有双状元碑，壁城内

有二状元之坊。”清代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举人周开丰题‘双状元》诗曰。

“巴国当南宋，冯蒲两状元。遗徽存石碣，可复继高骞。"南宋理宗赵昀流寓东林寺，遗

迹古石碑“莲社"。其次，有明代为赵应期监察御史立的御史坊(即大牌坊街，今解放

路)，八塘高滩岩江新大队有侍读学士江朝宗墓及祖茔，县南天官坝有吏部尚书夏邦

谟之墓及祖茔，均称天官坟，毗卢寺(今云平公社皇庙)前“映月池"是建文帝朱允妓

遁迹时所凿，明神宗朱翊钧敕建毗卢寺坊一座，上书“隐帝流光"以志。至于打铁炉下

的摹崖造像，茅莱山上的汉碑，年代更古远了。这些都是稀世珍宝。近代有著名国际共

产主义战士谢用常和烈士黄蜀澄、李天均、白石坚等轶事遗物，以及丁家坳“黉学史

诗"，东搬火种人物(1928年杨圈公领导的壁山地下党在五里公社东撅庙农民夜校组织

的一次革命斗争)。一九五五年璧城镇凤凰山上兴建有烈士陵园一座，颇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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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城镇概况 。

一_。 ，
一

。璧城镇位于璧山县城；是县人民政府驻地，历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

心。东靠壁泉公社，南连五里公社，西接来龙公社，北邻城北公社。面积5平方公里。

辖南门，大东门，小东门，新街，车站，西门7个居民委员会和东关、南关两个生产大

队，有4，326户，19，256人(其中农业人口858人)。汉族。壁城镇人民政府驻民主

路17号。

璧城建于唐代，初筑土墙。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县吏张本砌石城，城高1．5

丈，周长3．8华里。城内三街六巷，四道门：东名迎恩门(南宋增设小东门即状元t-I)，南

名拱秀门，西名临高门，北日演武门。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城墙增高N1．8丈，

周长3．4华里，民国时城墙仍存。清叫本城镇，1930年名城中镇，辖12个保。1950年废镇

建置第一区，将保改成段。1953年第一区撤销，建立城关镇，将12个段划成23个段。

1954年将1至20段设6个居民委员会。城郊的21至23个段，改设东关、南关两个村。

1958年改村为生产大队。1966年划出第四居民委员会的一部分，新成立第七居民委员

会。1981年地名普查时，因重名，改城关镇为璧城镇至今。

璧城镇背依凤凰山(现山上建有烈士陵园)，三山环抱，璧南河绕城而过。夹岸阡

陌，林茂果香。清代黄在中有诗日。

秀峰遥落青山外，雾锁烟笼璧水滨。

剑气春城霄雨瘦，金光云汉晓清新。

红轮遐迩明于火，白石低昂色似银。

佳境直须高士卧，野田芳草绿铺茵。

工商业；建国前手工纺织较多，花布驰名全省，远销云贵，但生产十分落后。建国

后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经过革新改造后的机械化纺织染厂，产量产值比过去手工操作提

高24倍。农机，机械制造，修理工业有。农机厂、三一机械厂、机械修配厂等。食品工

业有：酿造厂，酒厂，糖果厂等。其他工业有：雨伞厂、塑料厂、化工厂等。商业网点

有203个，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881万元，比建国前增加8．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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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国前仅有成渝，绵(阳)璧(山)两条公路。现公路四通八达，与全县各

个区、社通车，有和平(安川)、小东门(状元)大东门(迎恩)、文风四桥联结壁南

河两岸，交通较为方便。 ．。

文教。建国前有师范、中学各l所，小学5所，教职员工70人，学生500人。建国

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1980年有师范校，完中，初中，民中各

1所，小学6所，幼儿园1所，教职员"1：392人，在校学生3，250人。还有电影院、川剧

团、文化站，新华书店、工人俱乐部及文化茶园等。

卫生：现有县人民医院1所，医务人员146),，病床170张，妇幼保健站1所；医务
，

人员21人，病床70张，防疫站1所，医务人员24人，镇属医院l所，医务人员57人，病

床20张。计划生育率97．3％，人口自然增长率6．7‰。

觉院夜雨一璧山八景之一
日县衙西侧金堂寺殿前一石方四尺，每夜液出如雨。清人黄在中有诗赞日。

·e I

禅关昼永刀峰晴，夜静古钟带雨呜。

学士吟余疑滴漏，山僧定后恍闻声。

晓云渡拗l花犹湿，霄火穿帘月失明。

数卷婆罗谈入妙，千秋础润璧江城。



小东门桥，原名状元桥，为南宋初，县人冯当可中状元所建，故名。清代重建。

1940年日机炸毁，又重建更名小东门桥，195s，年取。东风压倒西风”之意，改名东风桥·

1980年改建成大跨度双曲拱桥，沿用现名。是我县重点桥梁建筑之一。

图为：龙舟竟渡在桥下出发。

·7‘



文风桥，位于壁城镇南的壁南河上，建于十八IJ￡纪初lJl‘，是县内现存古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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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璧山县

名 汉 语 拼

Bishan Xian

璧城镇 Bicheng Zh色n

璧 城

南门居民委员会

门

文 化 路

新 生 路

文 笔 路

大东门居民委员会

大 东 门

中 山 路

．和 平 路

一 人 巷

向 阳 街

小东门居民委员会

小 东 门

团 结 路

音

Bich邑ng

Nanm色n Jominw邑i

yuanhui

Nanmen

W6nhua Ln

Xinsheng La

Wenbt L讧

Dadongmen J自tmin

weiyuanhui

Dadongmen

Zhongshan Ln

Heping Ld

Yiron Xiang

Xiangyang Jie

XiAodongm6n Jtamin

weiyCtanhu i

Xifiodongm色n

Tuanji色Ln

同 心 路Tongxin Ld

后 伺 坡

解 放 路

新街居民委员会

Housipo

Jieiang LcI

备 注

县中有孤山，西北险峻，东南面稍

平，古时土人号为重壁山，公元757

年以此名置县 ，

原名城中镇，位于全县中心而名。

1953年改为城关镇、1981年，因重
， 名，更为壁城镇。

壁山县、璧城镇驻地。

原第一居民委员会，1981年地名普查

时，以地处南门改为现名。

原名拱秀门，位于县城南方，习称南

门。

以靠近学校区域而名。

建国前是水巷子，城墙拆除后成为通

道，故名。

以建国前的文笔嘴而取名。

原第二居民委员会。地名普查时，以

地处大东门，改为现名。

原名迎恩门，后以位于县城之东，故

名。

原名正南街、大东街，1929年以纪念

孙中山，改为现名。．

取象征和平之意，命名。

以巷窄、只能容一人行走，得名。

原名半边街。1929年更名。．

原第三居民委员会，地名普查时，以

地处东门，改为现名

明代建修城墙时，取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名胜利街，后改为

团结路。

原县府前街。建国后改为同心路，故 一

名。

在县城后坡，地势高，可览全城。

原县府街。解放初以纪念全国解放，

改名。

原第四居民委员会驻地，后以当地新

街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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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名

新 街

沿 河 路

民 主 路

得 胜 巷

胜 利 路

北门居民委员会

北 门

建 国 路

草 街 子

水 巷 子

璧 铜 路

得 胜 坡

车站居民委员会

车 站

东 风．路

壁 渝 路

璧 永 路

建 设 村

西门居民委员会

西 门

工 业 街

保 健 街

·1’0·

汉 语 拼 音

Xinjie

Yanh色L证

Minzhd Ld

Desheng Xiang

Shengli Ln

B色im色n]uminwei

yuanhui

B邑imen

Jiangu6 Ln

Caojiezil

Shui。Xiangzi

Bitong Ln

D色sheng po

ChezhAn Jfiminw色i

yu4nhui

Chezhaa

DOnl；feng L矗

Biyu L口

Biy6ng Ln

Xim6n Jaminw色iyuan

hui

Ximen．

Gongye Jie

Baojian Jie

备 注

原名新街。民国时称先烈街。1981年≥

恢复新街名称。

以城墙拆除后建的街道，面向壁南河，

故名。

建国前名二牌坊街。后以人民当家作

主之意改名。

巷对得胜坡，故名。

建国前名马道街，抗战胜利后更名为

胜利路。

原第五居民委员会。地名普查时，以

地处北门，改为现名。

位于县城北方的门，故名。

原北外盐市。后以“建设祖国"之意

取名。

原名演武厅。后以此地收购马草，故

名。

从前居民挑水往来的地方，故名。

璧山至铜梁的一段公路(已形成街

道)，故名。

原名望乡台。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

原第六居民委员会。地名普查时，以

地处新老汽车站一带，改为现名。

原成渝公路车站。沿用。

原小东门外街。后以东风压倒西风之

意，更名。

成渝公路的一段(已形成街道)，又

名交通路。

壁山至永川的一段(已形成街道)，

故名。

原名杨家坡。有新建糖厂，．印刷厂、

农机厂的仓库。

原第七居民委员会。地名普查时，以

地处西门，改为现名。

位于县城西方的门，故名。

建国前为文风街，是手工业区。

原名十字街。后以人民身体健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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