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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由予各个历史时

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我县是彝、汉，苗，壮等多民族杂居县，在地

名的翻译、读音，书写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一音多字，有的含义

不健康，影响民族团结；有的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与实体的地

名对不上号，错位、错字、错音、错名，全县多数大队以序数为名，。文化大革命，，期间，

又有一批公社、大队、生产队以政治术语命名，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我县的四化建设

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省、州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七月开始，至一九八

二年十二月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36个以序数命名的大队，本着

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和“名从主人"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

则，重新命了新名。彝族聚居和彝汉杂居地区的汉语地名，都一律注出了彝文，实行多汉文

对照，同时，以1。5万地形图(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全县境内地

名1543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57条，共计1491条，其中新增公社、大队等

地名369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图、表，卡，文四项成果于一九八

二年九月经凉山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现已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县以来的

第一次，工作较为细致。全部成果又经县、州反复审查、指正，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

材料。为了使这次地名普查成果为我县四化建设服务，我们汇编了‘金阳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5万的全县地

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实体地名；收集整理了县，区、公社和重

要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等地名概况材料44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

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1491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

语拼音和按照国务院颁发的‘彝文规范方案》加注了彝文，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

( 1 )



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以县统计局一九八O年年报为准，人口和

现有耕地面积以各区、公社呈报数为准，其余由有关部门提供。公社、大队为一九八一年地

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金阳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f 2)

一九Jk-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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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阳县属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凉山州的东南部狮子山南，；盒沙江

北的大凉山区，地处北纬27。427—27。57，，东经102。577—103。307县城

海拔1347米。北与昭觉v雷波县接壤，西与布拖县以西溪河为界，东0：

南以金沙江为界，与云南省的永善、昭通，巧家、鲁甸等四县边缘隔江

相望。 |，。 (：：

1952年建县。因江北为阳，地处金沙江之北，故名金阳县。1金阳1县

现辖5个区，33个公社，171个大队，739个自然村，1208个生产队。全

县所辖地面为1598平方公里(折合239．17万亩)。现有农用面积为32万

亩(耕地202674亩，轮休地117326亩)；牧用面积80万亩；林用面积

100万亩(现有林25．7万亩)；其他面积27．7万亩。
。‘

据1980年统计，i全县有23465户，lo．7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

人，占95．26％，非农N眨人口O．51万人，占4．7％。全县总入口中，彝族

8．17万人，占76．7％；汉族2—43万人，占22,8％；苗、壮、回，蒙古等

民族107人，。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3‰。 ．，+⋯o
‘

：’ i。 ，．． j：’：。‘

’

一、历史沿革‘’ ．

‘‘ 。’。

‘

‘

‘。j·’

金阳县1952年10月始由昭觉县析出建县，建置历史上沿革皆在昭觉

县资料中。据《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凉山彝族历史》和《四川文史

资料选辑》十二、十四集记载金阳地区，唐朝时属南诏国所辖，宋朝瞰

属大理国所辖，。元朝时属罗罗宣慰司所辖，清末宣统年间建立昭觉县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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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属昭觉县所辖。解放前建制均属虚设，无实际效力，全县实为各土

司黑彝的势力割据范围，沙马土司管辖今洛觉地区，阿勒土司管辖今南

瓦，派来地区；比补黑彝管辖今对坪地区；马黑土司管辖今老寨子、马

依足、桃坪等公社。

龙云(彝族)出身于金阳县灯厂区的则祖公社三家寨，1928年龙云

在云南任省主席后，采取各种手段将势力范围逐步扩到金阳各地，迄至

解放前夕，金阳地区的天台、桃坪’'马依足、德溪、老寨子等公社的全

部，灯厂区的大部分，对坪区的一部分均属龙家势力直接或间接控制，

并设立镇，保、甲制度，强化统治。 ．’

1950年昭觉县解放，1952年建立昭觉县灯厂区，驻地灯厂，1952年

10月建立金阳县，驻地天地坝，1956年完成民主改革，1958年全县合作

化，1972年人民公社化。 4．

二、自然条件

金阳县处于川西南边缘、康滇地轴东侧的凉山坳南端。由于地球

内、+外力的作用，造成强烈折皱、横断，使全县整个地貌，形成山峦叠

障、峡谷幽深、崎岖破碎的复杂地形特点，全县北高南低，狮子山主峰

在县境内，从百草坡分出两大支脉：一条从百草坡伸至老寨子、桃坪公

社直至金沙江畔，另一条从百草坡沿波洛梁子直伸至西溪河边。同时又

分出若干余脉伸向全县境内。县境内以向岭公社的葫芦坪子海拔最低，

为516米，狮子山最高，为4076米。相对高差为3560米。县境内有热水

河：金阳河(彝语噼嘎克依莫)、芦稿河、对坪河、西溪河等，水利资

源丰富，但河床狭窄，比降大，洪枯流量变化显著，不能通航。解放前

均未开发利用。

金沙江由西南向东北流经我县东南边境，南起山江公社的三江大

(4)



队，北迄向岭公社的下寨大队，总长度为96公里，从海拔800米降至516，

米，且滩多流急，目前不能通航。 -
． ’：-，I．x

复杂的地形，导致复杂的小区气候，全县无论山上山下，阴山阻

山、春夏秋冬，小区气候变化多端，由于海拔高差悬殊，形成立体气．

候，据金阳县气象站二十三年的资料记载，县城年平均气温为15．8。C。极

端最高气温为38．6。C，极端最低气温为一4。C；年均总日照为1605．7时，

年均降水量为767．2ram。且多集中在5—10月，年均蒸发量为1511．5ram o

蒸发大于降水，旱情频繁，全县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气候带。海拔

516—1450米之间为低山干热河谷地带，此带气候炎热，蒸发量特强，’i

降水少，干旱严重；海拔1450--2500米为半山温和地带，气候温和，．旱

涝灾害较少，，为全县的粮食主产区；海拔2500米以上为高寒山区，气

温低，涝灾严重。县境内山高坡陡，多泥石流发生。 √ ’’。-：；

土壤：全县土壤类型，大致以波洛梁子为界，界北(靠昭觉县)·i

基本属于紫红土壤；界南(靠金沙江)以黄壤、石灰岩土，燥红土类为

主，从海拔高度来看，2500米以上地区多为高山草甸土类；1400--2500

米之间，多为山地黄壤，森林棕壤和石灰岩土类；1450米以下地区多为

石灰岩土类和燥红土类，垂直带谱分布极为明显。从土壤的酸碱来看，

一般是，高山土壤偏酸，PH值在5以下；低山偏碱。PH值在6．5—8之

间：且多数土类冬春季有反碱现象。 。

‘植被：农田植被，主要是玉米，全县202674亩农耕地，．玉米年播种

面积8．7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0％多，其次是洋芋、荞子和杂豆j’低

山河谷地带有小面积的双季稻和单季稻。双季稻单产可达1600斤以上。j。

油桐、花椒、核桃、’苹果、梨等也逐年有所发展，但产量不很高≯自然

植被种类繁多，低山干热河谷地带，代表植物有攀枝花、榕树、余甘

子、丝茅草等；’半山温热地带主要为针叶林和阔叶树混交林区，有桦、

(5>



青榈、生漆、一鸟桕(格子)、梧桐和多种草本植物；高寒山区主要是

叶林为主，有冷杉、云杉、华山松、云南松、马尾松、杜鹃树等；

有早熟禾，珠牙蓼、高山蒿、萎菱菜等。在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多

高山次青j回和杜鹃花科等矮丛灌木，草本有高山白草，萎菱菜等草

物。 。。 一⋯．’； j

三、经济状况___’●’-●』I’■，’’，-

金阳县民改前属奴隶社会经济，以农为主，现在实行以林一1

主，农林牧结合，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1980年全县工农业

值2127万元，其中农业产值868万元，占50．6％。在农业产值中，

408万元，占47％；林业113万元，占12．8％；工业159万元，占18．3％，、

副业188万元，占11．9％，1980年全县财政收入6 9．9万元，支出499万

元，主要靠国家补贴。 ，

林业s全县宜林面积80万亩，占总面积fi',J33．6％，现有林面积25．7 j

万亩，占宜林面积32％。高山以用材林为主，在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

各种松、杉以及桦桃、苦桃等优质木材生长良好，但由于过去乱砍滥伐

和山林火灾，使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现多为天然次生林、零星而稀

疏，高山经济林有苹果、大红袍花椒等，目前产量不大：一一⋯ 一．一⋯

在海拔1000--2500米的地区，以经济林为主，油桐、花椒、生漆、

女桢、核桃、苹果生长良好，现有油桐100余万株；年产桐子70余万斤；

花椒40余万株，年产量20余万斤；生漆54余万株；女桢8万余株；核

桃lO万余株；苹果12余万株。 j

在海拔1000米以下地区，经济林以油桐、花椒为主，还有零星乌桕

(樯子)树，浦桐多为三年桐。

畜牧业：全县有宜牧面积100万余亩，占总面积40％，现有牲畜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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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头，其中：牛马骡为2万余头；羊13．6万余只。各和

主，绵羊改良从1964年开始，取得了一定成绩。

草场分布在高山地区，以百草坡面积最大，其它多为

二半山地区草场较少，低山利用草坡放牧。

彝族人民养羊有悠久历史，羊毛是彝族人民做披毡和

原料。牛、羊、猪是彝族人民的主要肉食品。

民改前，奴隶主把牲畜列为主要财产之一，但总数不

县牲畜有3．6万头，到1980年，牲畜发展到21万头，增长5

农业：全县有耕地202674万亩(其中集体耕地19万亩

主要为玉米、洋芋i养子，还有少量燕麦、水稻、黄豆、

粮食总产6500万斤，玉米面积3．7万亩，总产3092万斤，亩产353斤；洋

苹面积4．5万亩，亩产312斤；荞子面积3．7万亩，亩产210斤；黄豆多为

问种，双季稻亩产可达1600斤。但面积仅有420余亩。全县耕地除金沙

江沿岸有少量台地外，其余耕地都处在30一40度的山坡上，少量耕地坡

度达50度以上。

民改前，生产资料为土司和奴隶主占有，生产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

原始状态，1952年建县时粮食总产1583万斤，到1980年增长到6500万

斤，为1952年的4．1倍，人平产粮由262斤上升到610斤。民改前'种植

鸦片甚为普遍，每年收烟季节，外地烟商到此把鸦片运往云南、四川各

地，鸦片可代替白银，充当货币，作为交换中介，1950年解放后，开始

宣传禁种鸦片烟。1956年实行全面禁种禁销，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

有利条件。
’

r．j 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变革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广

大人民的生产热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

设，实行科学种田，推广良种，提高复种指数，改革耕作制度，有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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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8年以来，全县共修建了大小水堰201条，

有效灌溉面积2万余亩，修建小水电站77处，装机容量2500跹，各种农

副产品加工机械500余台，有27个公社，200余个生产队用上了电。

低L【J河谷产甘蔗。1980年产蔗1460．9万余斤，也产少量花生，金江

芋角驰名中外，具有色白、沙细、包边三大特点，但目前产量较少，芸

豆也是外贸畅销货，具有各种花纹、色泽鲜艳。年收购10余万斤。

．，工业。解放前曾办过银、汞等小矿业和制作小农具，民改后办起了

小煤矿、小铅矿、农机修配厂、粮食和食品加工厂、小水电站等工业，

共有工人300余人，1980年工业总产值为159万余元。

，矿藏：多呈鸡窝状。，尔觉西、热水河、芦稿有铅锌矿，天台有磷

矿、春江、芦稿有石膏矿，唯石膏藏量多、且集中。

i：交通：解放前全县仅有三条驿道，通往云南和凉山腹地。．解放后，

公路交通发展较快，县内已筑成公路220公里，1960年筑通昭觉至金阳

公路后，县城分别至对坪、派来、洛觉、南瓦各区的公路先后通车，但

全县五个区的33个公社中，除15个公社在沿公路线上外，其余18个公社

山势更加险陡，交通闭塞，筑路尤为困难。

。民族贸易。解放前，金阳地区仅有少数货郎背了盐巴和小百货，在

重款取保下经驿道来此做买卖，以“一斤盐巴一两银，几个鸡蛋一根针黟

的高价换取。然后带走鸦片或白银。接近汉区的对坪、灯厂、派来、

天地坝等地成为民族贸易的集市。有的为季节集市，如来来寨、尔觉

西、苦竹坝、洛党坪子只赶烟会。解放后，民族贸易以国营为主，也有

少量个体经营，县城有民族贸易公司，区设有营业部，公社设有购销

组。全县民贸职工300余人，民族贸易发展很快。1952年建县时，全县

商品零售总额为11．18万元。1980年为788万元。增长70倍，市场成交额

达105万元，金融方面发展也较快。县有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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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于口头文学阶段，歌舞也只是简单的民间歌舞，其它艺术和科学更是处

于萌芽状态。彝族人民的历史事件，多为口头流传，多数带有神话色

彩。解放后，于1952年开始办起了学校，到1980年，全县已有高中一

所，初中五所，小学170余所，共有中小学生8000余人，占适龄儿童的

57％。全县共有教职员_32704人，其中彝族教师222人。

彝族人民解放前的卫生条件极差，人畜同室分居，没有医生，人们

生病，常找苏尼、毕摩送鬼，因此人口死亡率甚高。解放后，逐步办起

了医院，迄今为止，全县有一所设备条件较好的县医院，五个区卫生

院，31个公社卫生所，共有医务人员370人，其中已有部分彝族医务工作

者。148个大队有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彝族人民健康状况大为改观。

为纪念和安葬在平叛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在县城北郊建有金阳县烈

士陵园。

解放三十年来，金阳县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变化，入民生

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仍然低于全省，全州水平。随着农村生产责任的

逐步落实，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注。苏尼毕摩指迷信职业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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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坝概况

天地坝(彝语木尼屯子)。地名普查前属天台公社一大队。位于金阳河(彝语嘎喀依

莫)右岸黑竹洛山腰台地上。原名田地坝，因坝的上方有一大田而得名，后谐音为天地坝。

东与马依足人民公社相邻。南与桃坪人民公社接壤，西接甲依人民公社，北与天台人民公社相

连。面积约为二点五平方公里。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全坝新命了七条街名。地处东经

103。147，北纬27。427，海拔1340米。无霜期298天。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五月为旱季，气候干

燥，多为晴日。现有三个大队，八个生产队，二个城镇居民小组，共六千五百二十九人(其

中农户三百二十三户，一千五百二十九人)。有农耕地九百七十二亩。常年产量约七十万

斤。以玉米为主，也产少量水稻。

一九五二年金阳建县后为县城驻地。县人民政府驻西街。

解放前，为龙云家支所控制，是宜宾、云南等地小商贩来灯厂、来来寨经商的么店子，

只在老营盘有-／J,街。解放后，属昭觉县灯厂区所辖。建县时属德胜区马日脚(今马依足)

所辖。一九五五年建立天台区后划归天台区天台乡，取名为一大队。

解放前此地无学校、医院，全坝只有二十多户彝，汉农民，全是茅草房。建县后逐步发

展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全县各地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并逐步办起了民

贸、土产、医药，农资等服务供应公司。现有小学，中学，教师进修校，医院、防疫站、支

行，建行、农行以及县属党政机关共五十余个单位。兴建了农机厂，食品加工厂，粮油加工

厂各一个。坝的北面建有占地十亩五分的烈士陵园，旨在纪念解放金阳地区时捐躯的烈士。

坝区内的住房建设进展较快，现有建筑面积为一十五万平方米。街道以混凝士铺设路面。

一九八二年从春阳泉埋管道引水至县城，从根本上解决了县级机关职工和居民的饮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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