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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县人民政府文件
文政发(1986)8号

关于颁发《文山县地名志》的决定

《文山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发(1 979)305号文件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 982)

50号文件精神，在经过地名普查，取得大量地名资料的基础上，按

照《云南省市、县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编纂而成的。经审定，

现决定予以颁发。

《文山县地名志》的颁发执行，结束了我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

乱现象。它的出版，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政治、经

济、民政．．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城乡建设、旅游、商标设计

等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今后，凡使用本县地名，均应与本《志》的标准名称保持一

致，不得随意改变。凡需要命名、更名、调整恢复的地名，都必须

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经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方能有效。

文山县人民政府(章)

一九八六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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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文山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 979)3 0 5号文件精神，

在中共文山县委、文山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地名办公室具体指导下，以《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

为依据，在各区、乡的积极支持下，深入各乡、村调查研究，查阅

有关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完成了表、卡、图、

文四项成果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地名，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

呼和书写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关系到国内各

族人民之问的团结。对于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

测绘、文教等各项事业都有影响。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

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通过地名普查编辑出版《文山县地名志》，

扭转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状况。

文山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到一九八三年

六月结束。我们对文山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原则是：尽量

稳定，少作更改，可改可不改的一般不改，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长

期使用习惯的地名，不轻易更动，对于民族语地名的用字，力求与民

族语音一致或接近；习惯称呼与书写不一致的，尽量照顾习惯称

呼；民族语地名译写成汉字，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同一含意的语音

使用不同的汉字译写，如“水"字，彝语地名中分别使用“衣、依、

以、邑、鱼、日"等字，一般按历史书写习惯保留，不强求完成统

一用字，以避免同名过多。

《文山县地名志》共收录标准地名1642条，其中；行政区划名

l



称15 1条；居民点名称1 140条(含城镇街道、巷、居民区名25条)；

独立存在的重要企事业单位及专业单位、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

场，道班等名称64条；重要的人工建筑物名称38条；名胜古迹6条；

各类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249条，编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县、县

辖镇及各区的概况文字材料19份。绘制文山县标准地名图、县城旧

城池图各一份，并附以反映本县风貌及特点的有关照片1 6幅。本

《志》所列标准地名，居民点以所属行政区划排列，其他地名分类别

按经纬度，从北到南，由西向东的先后次序排列。文字概况及简注

中所用人口的数据是一九]k--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各种生产数

据系根据一九八四年年报数。由于《地名图》先印，印后个别地名

有更动，出现图与地名录中有异者，以地名录为准。

为了便于查找，．编写了《地名首宇笔画索引》及《地名首字音

序索引》附后。

参加文山县地名普查及《编志》工作人员有刘世昌(已逝世)、

李品光、吴润生、张廷达、李万忠、李永清、陈金祥、帅登平、雷

水荣、郭光英、梁彦红、肖关德、唐培生、严余丰，武兴华以及刘。

兴卯、张梅，姜晓虹、王昆、王谦等。在地名普查和编《志》过程

中，承蒙县水电局、林业局、工交局、统计局，县档案’馆以及各

区、乡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张永宁同志帮助撰写《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概况》、陈寿老师帮助校正汉语拼音，并得到县政协副主席段鹏

启同志及李朝岳工程师的热情支持和指导，在此谨表示谢意。由于

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诚望批评指正。

文山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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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概况

一、概 述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云南省东南部。介于北纬22。40／一24。28，，

东经103。34／一106。12，之间。东和东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之百

色地区接壤；南与越南相连；西部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衔接；

北与曲靖地区毗连。总面积31，456平方公里。国境线长438公里。

辖文山、砚山、邱北、西畴、马关、麻栗坡、广南．．富宁八县，

l 22个区(镇)，933个乡(包括区辖镇、办事处)。有壮、苗，

汉、彝、瑶、回、傣、白j仡佬等民族，全州人口2，612，587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538，587人，占人口总数的58．9％，自治民族

l，091，005人，占总人口的41．8％。州人民政府驻文山县开化镇一

距省会昆明公路里程425公里。

文山州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地区之一。1"965至1973年，考古专家

先后两次在我州西畴县西洒镇东郊仙人洞内发现距今约五万年前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西畴智人，，牙化石，，以及麻栗坡县大王岩崖画等

许多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证明在人类的早期，这带地方就

是我们祖先劳动生息的地区。 。．

据史料记载：文山州古属梁州域。两汉分别隶属群舸郡、益州

郡所辖的句町、宛温、镡封、贲古、都梦、进桑(东汉为进乘)等

县地；蜀汉时属兴古郡的句町，宛温、镡封、贲古、进乘等县地；

东晋为宁州之梁水，兴古、西平三郡所属的西安、句町、新丰，建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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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镡封等县地；隋属南宁州总管府之昆州地；唐初为岭南道之僚

子部属地，部分则属剑南道之戎州地，唐南诏隶通海都督，部分属

拓东节度，而广南、富宁两县则归黔中道所辖；宋大理(国)后期属最

宁府之维摩部、王弄山部、教合三部、矣尼迦部、舍资部和特磨

道；元至元十四年(1 277年)设广南西路宣抚司，治所驻今广南，

领上林、罗佐，路城、安宁、富州五州。大德四年(1 3 00年)置维

摩州，隶广西路。其余为临安路辖地；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置广

南府，领富州。其余为临安府之王弄山司、教化三部司、八寨、安

南司和广西府维摩州辖地；清康熙六年(1667年)以教化三部、王

弄山、安南三长官司地置开化府，领永定州，下辖开化、王弄、安

南，永平，东安、乐农、江那、逢春八里。七年(1668年)，知府

刘欣筑土为墙，开始修建开化府城(参见文山县概况)。雍正六年

(1 728年)置马白关，驻开化府城。八年(1 730年)设文山县，为

开化府附郭，旋置宝宁县和邱北县丞，改马白关为安平厅，道光三年

(1823年)增设江那县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置麻栗坡副督

办，均分属开化府、广南府和广西直隶州。民国初期隶蒙自道。晚

期设云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后改称第四区)，辖地为今

文山州八县和红河州屏边县，后屏边划归蒙自专区。新中国成立后，

1 950年设文山专区。1 957年，划沪西县五槽区的14个乡入邱北县，

并划文山县的猛拉、呜鹫、老寨等八个乡入蒙自县。1958年，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改设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驻地文山命名。同

年，从开远县划第五、六、七等三个区的平远、田心、阿舍、鲁都

克等1 8个乡归文山县(1 96 1年改属砚山县)，同时将砚山县并入文

山县；麻栗坡并入西畴县。1 959年，划红河州河口县的小坝子区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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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1961年，又恢复砚山县及麻栗坡县建制。

‘ ‘|7 二、自然条件 ．。‘．i’

‘文山州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地带。东部狭窄西部宽，东西长约

250公里，南北宽约1 90公里。形状犹如一横卧的葫芦。地势由西北

向东南呈阶梯状倾斜；西部和北部为海拔2000米左右的岩溶高原；

中部为海拔1600--1800米左右的山原和1400--1600米的岩溶盆地，

南部和东部受河流切割形成海拔1200--1500米左右的中山。边缘为

海拔1 000米以下的低山与丘陵，河流下切的地带成峡谷。最高点为西

部的薄竹山，海拔为2991．2米；最低处为南部盘龙河出口处的麻栗

坡县船头，海拔仅107米。相对高差2884米。大部地区在I Ioo—1800

米之间。

本州是我省岩溶地貌最发育的地区之一，山岭纵横绵亘，沟壑

幽深，形成了本州复杂多样的地形。具体分为山地，峰林，丘陵，

平坝、峡谷等。石芽，漏斗，溶洞、天生桥、地下河亦普遍分布。

山地、峰林、丘陵地占99％以上，余为平坝、峡谷地区。本州较大

的坝子有平远坝、邱北坝以及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中小型的坝子

257个。

六诏山脉呈东西走向，横亘本州中部，其支脉纵横全州各地。西

北部的羊雄山、大梁子山呈南北走向；南部老君山、香平山呈东西

走向。 I

·河流分属西江水系和红河水系，按地势呈西北一东南流向。北

部的南盘江．．清水江、西洋江、驮娘江和东部普厅河向东流入西

江；南部的盘龙河、畴阳河、南利河、那么果河一八布河向东南在

越南境内注入红河。这些河流及纵横交错的支流，．给本州提供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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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水力资源。天然湖泊有普者黑湖、老乌海，差黑海，并有为数

众多的人工水库，坝塘等。全州水资源总量172．5亿立米。

北回归线横贯本州中部，因此我州地处热带和北温带交界的地

带，全州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由于地形和海拔差异较大，立体

气候特征显著。气温由北向南增高。高海拔地区为暖温带、温带气

候，中部广大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南部和中部低热河谷区为热带气

候。各县城之间历年平均气温最低最高值为七月均温20：9—25．5℃，

一月均温8．2一lo．8℃，年均温为l 5．8一l 9．3℃。年平均降水量

880·1900毫米。无霜期267—349天。日照时数1489m2051．7小时。

干旱为主要自然灾害。

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针叶林。用材林木有松，杉、柏，

杨，香樟、铁麻栗、红椿及竹类等。经济林木有油茶、油桐，八

角，橡胶，茶树、棕树等。果木有梨、李，桃，杏、香蕉，巴蕉，

菠萝，桔、黄果、荔枝等。据1975年森林普查统计，全州有林面积

15，283，998亩，活立木蓄积量2，489万立米，森林覆盖率32．4％。有

省，州级自然保护区八个，内有国家一、二类保护植物桫椤，秃

衫、水杉，望天树、长蕊木兰．．华盖木，香木莲、+槿棕等。有国家

一，二类保护动物豹，金丝猴，穿山甲，马鹿，水獭，懒猴，白

鹇、麝等。此外还有金银花、黄草、砂仨，杜仲等中药材及黑、白

木耳，鸡纵，香菇等菌类。

矿藏种类繁多，锡、锑，锰，钨，铝、铜、硫，砷、煤，均属

大中型矿床，储量大，品位高，在省内外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锡、

锑、锰、铜、砷，煤等已有一定开采规模。

特殊的自然资源：邱北的六郎洞电站是我国第一座利用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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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的省属电站。

三，经济特征——·’；：]亡1，r 1ir仉

文山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解放前，耕作粗放，部分地

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况。经济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单一性经

济。解放后，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农，林、牧，副

各业有了较大发展。

农业：据1984年统计，文山州有耕地面积5，633，660亩，占全

州总面积的I 1．9％。其中：稻田l，349，548亩，旱地3，96 1，022亩，

其余为水浇地、菜地等。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薯

，类、豆类为主。1 952年，粮食总产量62，296万斤，I 984年为1 27，1 72

万斤，比I 952年增长了一倍多。I 984年，农业总产值达到50，058万

元，比I 952年的1 6，246万元增三倍多。

林业：文山州土地辽阔，气候优越，具有发展林业的良好条

件。其分布情况为：海拔800米以下的地区为热带雨林；800米一一

1400米之间为南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2000--2800米之间为亚热

带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1 957年全州森林覆盖率为57％，至

I 975年则下降为32．4％，森林破坏严重。I 984年全州林业总产值为

5，412万元，为1952年876万元的61 8％。
’

畜牧业；主要以养殖猪、牛、马、骡、驴、羊为主。1984年生

猪存栏数为I，028，582头。大牲畜存栏数为789，547头，比l 952年的’

2 81，673头增两倍多。全州有草场毛面积12，223，900亩，为我州畜

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副业：主要有编织业，家庭养殖，木工制作等，1984年总产值
为9，435万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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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渔业发展潜力大，条件好。河湖塘坝均可养鱼，’是本州

一项开发性产业。1984年产值为43万元，为1952年5万元的八倍

多。 。， 。， 。．√。
水利：解放前，我州蓄永百万立米以上的水库只有两件；’即砚

山的稼依水库和阿舍鱼泽坡水库。解放后，水利工程有了较大的发

展，截至1984年止，全州共兴建各类水利工程5，373件，仅水库：．j，坝

塘就有1，521件，以砚山分布最多。全州总库容2．996亿立方米，灌

溉318，900亩。邱北的红旗水库是我州最大的水库。此外还有引水工

程3，067件，排灌站465座。，

著名土特产：有久负盛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开化“三七，，，

有远销港澳的广南高峰牛；有柔软喷香．．历代作为进贡佳品的“八

宝米”和闻名遐迩的邱北辣椒；还有富宁的八角和剥隘七醋，西

畴，麻栗坡的草果等。

工业：解放前夕，文山州只有一个12#-工人的工厂一一富宁的

万安烟厂。解放后，各种工业蓬勃兴起，到1 984年底，全州共有

工业企业454个， 个体工业299户。产值为1 1，2712r元，为1952年

772万元的1 5倍。工业种类有农机、电力、建材、森工，食品，化

，肥，轻化工等。采矿业分布普遍，为我州又一开发性工业。目前，

，有色金属如精锡、精锑、钨精矿与锰矿粉已外销国际市场；锰矿

i石，砒霜已销往全国。

电力：全州八县均有电站，1 22个区(镇)，有电的94个， 占

77％。．1 984年底全州共有电站81 5处，装机885台，总容量4．59万千

瓦。较大的电站有文山的东方红电厂、滴水坎电站、麻栗坡的曼棍

电站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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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交通主要为公路运输。全州到1984年底，公路通车

里程为4，592公里，为解放前的37倍。全州l 22个区(镇)有1 16个通

汽车，占总数的95％以上，933个乡(镇)中通公路的有475个，占

总数的50．9％。以开化镇为中心，有班车直达广西、贵州、开远、

昆明、师宗、蒙自、河I=r等地。交通工具以汽车、拖拉机等机动车

为主外，小马车运输也为我州目前运输业上的一大特色。，

四、文教、卫生、科研等事业简况

文教事业：解放前夕，全州只有5所中学，600多所小学。解放

后，文教事业迅速发展，到1984年底，全州有师范专科学校1所，

中专6所，中学1 12所，小学6，317所，幼儿园40所。在校学生人数为

485，309人(不含幼儿学生)，教职工20，987人(含幼儿教师)，

州、县文化馆9个，图书馆9个，区文化站1 1 4个，乡文化室1 20个，

电影发行、放映单位263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9个。乡村业余文艺

队380个。1 98 1年，文山州成立了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设各种艺术

专业协会。全州有1个广播电台、8个广播站、大小电视转播台、差

转台29座。本州还出版地方报刊《文山报》。 ⋯

全州有医疗卫生机构328个，病床3，3 1 8张，医务人员4，185人6-

乡卫生所920个，卫生员2，029人。

科研事业：全州共建各科学会、学组、协会、研究会88个。：18

项成果获省科技成果奖。 -■

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有三十年代右江红七军根

据地一一富宁的谷留和莫桑。1928年云南早期党领导的八寨农民武

装起义根据地一一马关白马脚，文山建立第一个党支部的基地一一

洒革龙小学。名胜古迹有文山的西华公园、广南的莲湖和响泉瀑

布、西畴仙人洞，麻栗坡县大王岩崖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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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县概况

文山县，位于云南省东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部。介于东

经1 03。43t至1 04。26t，北纬23。05t至23。42t之间。总面积2，976平方

公里。县城距昆明245公里(直线距离)。东，北两面与砚山县相

邻，东南接西畴县，南界马关县，西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蒙

自，屏边县。辖开化镇及16个区，区下设4个镇，’123个乡(内含31

个民族乡)，5个街道办事处，共1，1 16个自然村，25个街、巷、居

民区。总人口31 1，054人。有汉．．壮，苗、彝，回、傣等民族。县人

民政府驻开化镇南桥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驻本县开化

镇东风路。为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文山县以县城东面之山“东文山(即东山)’’得名，并以县境

古属贲古县地，取其“贲"字与开化府的“开化"及东文山的“文

山力二字相联系，从《易经》中的“贲’’与“大畜刀二卦找到把几

者统一的解释，赋予“文明开化’’美意。

， ‘文山县作为祖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部份，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县境邻近的西畴县(旧属文山县)发现“西畴人”牙齿化石及在

本县攀枝花区灰土寨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充分证明，．在人类

早期，文山县境即有原始人群活动。但据有史记载，正式置官设治，

则始于西汉时期，西汉时初属益州南部祥舸郡地，为都梦县，元封

二年(公元前1 09年)改属贲古县地。三国时期属蜀，为益州兴古

郡地。西晋属宁州兴古郡，自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为都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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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为西安县。南北朝时期齐代改为西中县，后移兴古县治于县境，

改为兴古县。隋朝时期属南宁州总管府辖地，唐朝时属南诏(国)

通海都督僚子部。五代时属大理(国)秀山郡，为王弄山大小二

部，教合三部地。宋朝时改属最宁府，’仍为王弄山部，教合三部

地。元朝时属云南行中书省临安路，为强现三部地。明朝属云南布

政司临安府，为教化三部长官司、王弄山长官司、安南长官司辖

地。清朝属云南省开化府，为文山县。自清雍正八年(公元17 30年)

设文山县至今，除公元1913年改称开化县一年外，一直沿用现名。民

国初、中期属云南省蒙自道(又称蒙自开广道)，晚期属云南省第

二区(后改为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

后，1 950年起属云南省文山专区。1 958年以文山专区建立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州，文山县即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县设县二百五十余年来，政区时有变化。设县初期，辖区同

开化府，辖开化(今开化镇，攀枝花、东山、追栗街等区)、王弄

(驻今老回龙)，安南(驻今蒙自县老寨)、乐窀(含新现、驻今

乐龙)、逢春(驻今古木)、永平(驻今马关县八寨)、东安(驻

今西畴县老街)、江那(驻今砚山县江那)等八里。嘉庆二十五年

(公元1820年)割东安、永平、逢春三里设安平厅。道光三年(公

元1823年)置江那县丞，作为文山分县；宣统二年(公元1 91 0年)废

里设区，全县分为东、南、西、北、中、外南，外西，外北等区。

1 91 2#-划出原新现等地设靖边行政区域，后为屏边县。，l 932年划出原

江那等地设砚山设治局，次年为砚山县。全县分为七区(1÷7区)o

1 939年废区扩大乡镇，为5镇1 1乡(即：云集、 威远、 升平，马

塘、德厚5镇及太集、新平、玉树、喜古、回龙、乐农、红旬、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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