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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雷山县地名志》出版(代序)

杨培德

在全县各族人民奋力实施“七五’’计划的第一年，《雷山县地名志》编纂成书，与

读者见面了，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它的问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两个

文明力建设结出的硕果。

一九八O年，我县开展了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基本上摸清了境内地名中存在的问

题，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文化大革命剪时期乱改的地名，一般恢复了原名，对有

损民族团结和庸俗的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予以更名，对同一范国内重名和有地无

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音译不妥、用字不当、名实不符的地名，一般都确定了标准

名称。同时尽可能保持地名的稳定性。经过这些工作，基本上消除了地名中存在的混乱

现象，初步实现了地名的标准化。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开拓性的工作，它是政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

‘‘两个文明炉的基础工作，也是一项涉及子孙万代的事业。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和关

注。

雷山是一个偏远的苗族聚居县，虽自唐代以来即有罗恭县建置，但沧海桑田，世事

多变，亟应有这样一本记载历史演变过程的地名典籍，作为对县情了解的一个侧面。因

此，此书的出版发行，无疑是一件大事。在此，我谨向为编写《雷山县地名志’付出辛

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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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日

《雷山县地名志》是在全县地名普查结束的基础上，用地名普查资料编纂而成的。

编纂此书是为了加强全县地名的统一管理，以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于人民的社会

交往和日常生活，适应对外实行开放的新形势。地名管理也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

部分。

一九八O年起，我县开展了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全县地名的历史沿

革，命名含义和居民聚落的现状，对有损民族尊严，带有民族歧视和有侮辱性的地名，

分别进行了更改与恢复原名的工作，比较妥当地解决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音译不

妥、用字不当、名实不符、重复、无名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取得较为完整的地名资料。

这些，为编纂《雷山县地名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雷山县地名志》是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编纂工作细则(试行)》的规

定编写的。以地名为中心，广征博采各方面的有关资料，用词典式的方法编写而成，力

求准确、真实、简练，有文有图，便于查考，是我县一部具有法定性的标准化地名典

籍，也为各级政府和部门了解我县各乡(镇)概貌，提供可靠的资料，无疑地将会促进

和推动我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州和县内有关部门的指导和襄助，我们深表谢意。地

名普查工作的参加者z杨正光、赵德芳，杨泽洲、杨光发、杨登清、杨胜荣、李德祥、

黄金伦，李志方、任吉祥、李明德等同志为本书的编纂出版，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

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辑的业务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兼之历史档案资料和基础材料也很缺乏，有

的仅凭口碑资料，无法核对历史记述。错漏在所难免，热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教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雷山公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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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

外开放的需要。

二、对地名的管理，从我县的历史和现状的实际出发，保持相对的稳定。

三、本书定名为《雷山县地名志》，其资料搜集范围仅限于本县现辖区域．

四、本书采用辞典式编写，由文、图、图片、表穿插组合而成。用国家公布的标准

简化汉字横排。

五，本书以县内各区(镇)、乡(镇)、行政村、居民点、自然寨为单位，从西到

东顺序排列。

六、释文内容包括。地名(别名)，汉语拼音、苗文、经纬跨度、方位、面积、户

数、入口、民族、隶属关系、辖境、距离、建置沿革、地名来历及含义、地质、地形、

地貌，气候、土壤、矿产、物产、工业、农牧业、林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山脉

河流、名胜古迹，民族英雄故址以及其他有关内容。

七，汉语拼音注音以普通话语音为准，苗语以标准音点养莽音为准。并以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共同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法》为依据，按实际读音注音和拼写。

八，户数、人El为一九八五年年底统计数。耕地面积产量为一九八五年实际统计

数。概况以一九八五年的情况为主叙述。

九、经纬度只注明到乡，行政村、自然寨地名不注明经纬度。

十，方位表达采取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制，以东、

南、西、北为序叙述。

十一、距离的表示。县城与省会、县城与邻县、县城与通公路的区、乡、村，自然

寨均取公路交通里程。未通公路的则取习惯里程折算。

十二、山峰河流一般取当地标准名称，有的则取辖区内的河段。

十三，建置沿革及地名来历含义以乾隆《贵州通志》及周元春等著的《贵州古代

史》为主，也参考其他典籍。当地称谓及苗语意译尽量做到准确易懂。

十四、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以县农业区划资料为准。

十五，历史纪年一律在旧纪年后注明公元纪年。

十六，名胜古迹、纪念地，只介绍成型年代及一般概貌，对其价值一般不作评价。，

十七、教育卫生事业的统计。中学分完中、初中，小学不分公办民办。医疗机构只

统计公办，合作医疗及私人开业不作统计。

十八、为使能通晓各乡、镇的概貌，本书在各乡、镇篇首均有《概况》。

一；￥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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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普查工作概述

雷山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O年开始，至一九八六年结束。工作开展后，其间

一九／k--年至一九八四年的三年中基本是处于停止状态。一九八五年上级有关部门再三

督促，于是这个工作方得以继续，现内外业均已结束，《地名志》也编纂完成，待印出

书。

．一、地名普查工作机构

。为了搞好地名普查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县的地名普查工作需要，于一九八。

年十一月十四日，经县人民政府研究，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副县长杨

光胜同志任组长，杨正光，杨泽洲同志任副组长。杨正光同志兼办公室主任，杨泽洲同

志兼副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有赵德芳。为了完成地名普查工作任务，经县委、县人民

政府研究，抽调了杨登清、杨光发、杨胜荣等同志参加地名普查工作。由于县人民政府

的重视和加强了领导，使地名普查的外业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于一九八一年外业工作基

本结束。

二、地名普查工作的基本做法

雷山县是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全县六个区(镇)，25个乡(镇)；15

个行政村，1237个村民组，2个居民委员会，19个居民组。有24698户，118904人。其

中苗族95841人，占总人口的82％，侗、水、瑶、彝等少数民族7998人，占总人口数的

6％，汉族15065人，占总人口数的12％。雷山属中山、低中山峡谷地貌。境内地势高

峻，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切割强烈，谷深壑幽，相对高差为1695米，村寨较分散。由

于历史上的原因，雷山地名比较复杂，其主要类型；一是一地多名。如桃江乡桥兑村的

高老寨，有的称桥兑小寨，有的称桥兑上寨，二是一名多地。如龙头乡的羊排村，西江

镇的羊排村等都属此类，三是历史地名与现在地名多次更易，造成地名称谓不固定，四

是地名苗语汉译不准确，五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一些老地名都改成“革命化”地

名。如“红旗’’、“东风，，、“五星"、“八一’’、“向阳"等等，给通信、寻人，访故

造成困难，六是解放后，新分出来的一些小村寨，在地图上都未标名，七是还有极少数

地名带有民族歧视和侮辱性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以下办法进行。 (1)对本

县的各个村寨和主要河流、山峰等地名的形成与来历进行认真的调查，特别是一些重要

的历史地名进行认真考证，对它的形成与来历，以及演变过程和规律都弄清楚。 (2)

是把全县各个村寨的地名用字搞准确，对发现有用错字或称谓不准要改正过来，并且对

照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所标的地理位置及所处的经纬度重新／标记。 (3)对新分出来的

村寨或者拆散、搬迁、合并的村寨，重新在地图上注明，并且将新村寨名称填写清楚。

(4)对各村寨的基本情况，居住民族、物产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作了调查，并且写

出简要概况。 (5)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起用的“革命化’’名称作了更改，恢复原

一9一

h
? f



来的习惯名称。 (6)对于带有民族歧视和侮辱性的村寨名称，与群众协商确定后，进

行了更改。 (7)对于一地多名的村寨或山脉山峰、河流等作了认真处理，不用外称定

名，以当地群众习惯称呼定名。(8)对于一名多地和重名的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而且

是不可避免的，要与群众商量，尽量做到在一个乡、一个村范围内不重名。由于县党政

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普查工作人员的努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地名普查外业

工作。

三，雷山地名的形成与演变规律

雷山县的地名是雷山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根据普

查的材料分析，大体有以下3个特点，7个类型。

3个特点是： (一)与各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有密切联系。不少地名生动

地记载着他们的斗争成果和历史故事，用斗争的事迹或者故事来给地段、山川命名，以

激励后代。 (二)苗语音译。因我县主要是以苗族为主，凡是苗族居住的地方形成的地

名，大多数是以苗语音译成汉语的。 (三)地名有苗汉不同称呼。如县城的丹江镇，苗

语称宰兄，汉语称丹江，又如龙头乡的长丰村，苗语称掌甘，汉语称长丰。这些不同称

谓的原因主要是苗汉杂居语言不同的缘故，但不影响群众交往和国家地名规范。7个类

型是。 (1)以地理方位来命名的。村寨住在水源头的苗语称为“桥黟，住在河流中段

的称为“乌"，住在河流下游、两岔河口的称为“南”或“郎’’。所以雷山县地名中，

凡带有“桥”字的都是住在水源头，大多属高寒地区。 (2)以自然地理命名的。如村

寨住在山梁上的苗语称为“也”，如也利、也改、也公等村寨，住在半坡的称为·排，，

如西江镇的羊排，公统乡的排肖、桥港乡的排里等村寨J住在半坡的某一个落凹处称为

“掌"，如掌雷乡的掌雷村，掌八村、龙头乡的掌排村等村寨，住在山包上的或山包旁

的称为“党一，如龙头乡的党高村，乔桑乡的羊党等村寨，又如有岩山多的就称岩寨，

同一个村中，住上面称上寨，住下面的称下寨等。 (3)以植物命名的。如开屯乡的从

木寨I山峰方面如冷竹山、自竹山等。 (4)有以动物取名的。如响楼乡的犀牛塘。

(5)有以人名命名的，如雷山丹江镇，苗语称“宰兄彦，报德乡的“报德，，等，都是

以苗族老人的名字命名。 (6)历史地名。如固鲁乡的东山坪，南屏、西门坡、自连乡

的白键村，都是以老丹江厅城有东、南，西、北四门而得名。 (7)有神话故事而命各

的，如雷公山，雷公坪等，诸如此类情况，在我县的地名中真是屡见不鲜，这里就不一

一列举了。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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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山 峰

(黄羊山) 即雷公山电视台电视铁塔处。海拔2179公尺。

(乌东山) 在陶尧乡乌东村境内。原名党开。海拔1881．8公尺。 ·

(冷竹山) 在桃江乡境内，介于桃梁、三湾、皆角等村之间。海拔1913公尺．

(白竹山) 在排告乡境内，介于排告、桥兑两村之间。海拔1802公尺。

(小雷公坪) 在西江镇境内。海拔1721公尺。

(黑塘) 在西江镇境内。海拔1770公尺。

(掌羊坡) 在大沟乡境内。海拔1601公尺。

(脚尧坡] 在黄里乡境内。海拔1508公尺。

(脚散坡) 在龙头乡境内。今脚散茶场坡顶。海拔1500公尺。

(送就坡) 在高岩乡境内。海拔1533公尺。

(里广东) 在柳乌乡境内。海拔1600公尺。

(排茫玻] 在掌雷乡境内。海拔1419公尺。

(何家坡) 在大塘乡境内。海拔1445公尺。

(掌告坡] 在大塘乡境内。海拔1400公尺。

[排先坡] 在莲花乡境内。海拔1447公尺。

(交腊坡] 在高岩乡境内。海拔1473公尺。

(脚荣坡) 在高岩乡境内。海拔1428公尺。

(够莫也] 在报德乡境内。海拔1447公尺。

(宓府坡] 在报德乡鸟流村境内。海拔1430公尺。

(雀鸟坳) 在方祥乡境内。海拔1418公尺。

(乌香坡) 在大沟乡境内。海拔1488公尺。

(党阿谁) 在乌江乡境内。海拔1457公尺。

(送扭坡] 在桃江乡桥兑村境内。海拔1460公尺。

(桥洛屋背)在开屯乡境内。海拔1405公尺。

(雷公坡) 在桥桑乡境内。海拔1415公尺。

(而生够也)在陶尧乡境内。海拔1422公尺。

(三湾坡) 在桃江乡境内。海拔1465公尺。

(大坪山) 在达地镇境内。海拔1472公尺。

(雷公坪) 在方祥乡与西江镇之间。海拔204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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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隘

[开屯坳) 、在开屯乡境内。是雷山、永乐间来往的必经之路。海拔1182公尺。

(排里坳] 在桥港乡境内。是榕江、雷山间通行的必经之路。海拔1335公尺。

[猫鼻岭) 在大塘、桃江之间，悬崖陡壁，鸟道羊肠。原为雷山，榕江间交通要

冲。海拔1445公尺。

(大树坳] 在响楼乡境内。为雷山至望丰的必经之路。海拔1196公尺。

(黄里坳] 在黄里、陶尧之间。海拔1059公尺。为雷山，西江来往的必经之

路。

(乔囊蚴] 在达地、桥桑之间。为达地与外地交往的必经之路。海拔1050公

尺。

[木姜坳] 在方祥乡境内。海拔1800公尺。为方祥地区与外地交通要冲。

[桐油坳] 在达地、桥桑间，原为达地与外地交往的交通要冲。海拔1050公

尺。
一

’

(冷坳] 在达地镇高车村境内。为达地去丹寨县排路乡来往必经之路。海拔

1165公尺。

(达地坳] 在达地镇境内。海拔1200公尺。为达地与三都县羊福乡必经之路。

(乌矶咀] 在永乐镇境内。海拔1300公尺。为永乐与桥歪必经之路。

(卡文坳) 在永乐镇境内。海拔830公尺。为永乐与柳乌必经之路。

[桥王坳) 在桥王与排告之间，海拔1520公尺。为桥王与永乐必经之路。

桥‘梁

(雷山桥] 在县城东，钢筋水泥结构，跨丹江河。长68．5公尺。建成于1986

年。

(西江桥) 在西江镇西，钢筋水泥结构，跨白水河。长30公尺。建成于1981

年。

[郎德桥] 在报德乡下郎德村，钢筋水泥结构，跨望丰河。长50公尺。建成于

1984年。

[两岔河桥] 在永乐镇南，连接柳乌、排告。长38．8公尺。．为钢筋水泥结构，跨

永乐河。建成于1982年。 ．

(丹江桥) 在县城南，钢筋水泥结构，跨丹江河。不通车。为民族节日观光游览

桥。长58公尺。建成于1983年。
‘

(塔石桥) 在榕汪县塔石瑶族、水族乡境。钢筋水泥结构，跨永乐河。长39公尺。

建成于1971年。

(龙塘桥) 在柳乌乡境内。钢筋水泥结构。跨柳乌河。长35．6公尺。建成于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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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尧桥) 在陶尧乡内境。钢筋水泥结构。跨陶尧河。长36公尺。建成-于1979

年。 ．
．

(羊物桥] 在黄里乡境内。钢筋水泥结构。跨黄里河。长29公尺。建成于1979

年。

道路

[凯榕路] 由凯里至榕江。途经县境郎德、桃子寨、圄鲁、响楼、丹江、龙头、莲花、

大塘、排里坳、大湾、桃江、开屯坳、永乐、棉花坪等村寨，长80公里。建成于1956年。

[叠西路] 由丹江至西江、大沟。途经羊排、雄水、陶尧、黄里坳、黄里、羊

物、连城、营上等村寨，长44公里。建成于1978年。

(雷毛路) 由丹江至毛坪。途经羊排，白岩、响水岩、格头坳、桥仿等地。长49公

里。建成于1962年。

[塔达路) 由榕江县塔石至达地。途经桥桑、高视、桥豪坳、乌达等村寨，长20公

里。建成于1975年。

(永(乐)排(告)柳(乌)路] 由永乐两岔河至排告、柳乌。途经卡文坳等村寨，各

长8公里。建成于1986年。

(雷(山)乌(江)路] 由丹江至乌江。途经掌排、大坳、乌节等村寨。长19公

里。建成于1984年。

(郎(德)报(德)路] 由郎德桥至报德。途经上郎德、乌流河口等地。长6公

里。建成于1978年。属简易公路。

(叠(山)舟(溪)路] 由雷山至舟溪。途经鸡勇塘、吕家、望丰，五岔路，公

统等村寨。长44公里。属简易公路。

河 流

(丹江河] 源于大塘、交腊山中，汇各溪流之水而成。经固鲁、郎德诸寨入凯里

市境。 ．

(陶尧河) 源于响水岩、乌东诸山中，流经羊苟、虎羊、治安堡等村，在小郎荡

汇入丹江。

[羊排河] 源于脚散山中，在红屯堡汇入丹江河。

(乌坝河) 源于雄坝坡，在乌坝汇入丹江河。

(交腊河) 源于交腊诸山，在莲花平寨汇入莲花河。

(咱刀河] 源于排所，九九水库诸山中，在莲花新寨汇于莲花河。

[望丰河] 源于乌相，乌响、荣房、乌降诸山中，经杨柳、郎猛、报德、上郎德

诸寨，在郎德下寨汇入丹江。’
’

‘

(乌瓦河] 源于乌瓦诸山。在排荀汇入望丰河；

(乌流河) 源于必府，也改诸山，在干南流汇入望丰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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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肖河)

(丰塘河)

[黄里河)

(乌尧河)

(白水河)

(乌吊河]

(乌番河)

(乌迷河)

(毛坪河)

(桃江河)

襄县境。

(永乐河)

(南江河)

(桥桑河]

(达地河)

源子乌吉明山中，在里禾汇入舟溪河。

源于排肖，青岗、乌这诸山中，在董公汇入舟溪河。

源子黄里诸山。在南尧与乌尧河汇合入凯垦市境。

源于脚尧诸山中，在南尧与黄里河汇合入凯里市境。

源于小雷公坪，在皆荣与乌吊河汇合入凯里市境。

源于乌香山西麓，在皆荣与白水河汇合入凯里市境。

源于乌香山东麓，流入台江县境。

源于雀鸟、格头诸山中，经平祥、水寨入台江县境。

源于毛坪诸山中，经榕江小丹江汇入两汪河。

源于开屯坳、三湾、．桥兑诸山中，流经南脑，孔勇，年显诸寨，入丹

源于桥洛、格益诸山中，在塔石入榕江县境。

源于里广东碓窝坳，经南江、片库在塔石汇入永乐河。

源于桥豪山，在塔石汇入永乐河。

源于高车、小巫诸山，在黄土坡入榕江县境。

农、林，茶场

(雷山县良种繁殖场] 在县城北l公里。国家经营。面积39亩。

(乌东林场) 在县城东30公里。处雷公山腹地。国家经营，面积133000亩。

(九九林场) 距城19公里。在大塘乡境内。国家经营。面积7000亩．

(和平伐术场) 在排告乡境内。国家经营。

(桥桑万亩林场] 在桥桑乡高枧村境内。集体经营。面积6400亩。

(桥兑采育林场] 在桃江乡境内。集体经营。面积380亩。

[宰雄苗圈场) 在县城西5公里。国家经营。面积400亩。

(百灵坳果苗场) 在县城北5公里。国家经营。面积37亩：

(排告林场) 在排告乡境内。面积1000亩。集体经营。

(晕广东林场) 在柳乌乡冷坳，面积4800亩。集体经营。

(草坪林场) 在桥桑乡草坪也江坡，面积800亩。集体经营。

(排里林场] 在桥港乡排里坳，面积2000亩。集体经营。

(何家坡林场] 在大塘乡境内。面积1500亩。集体经营。

(桥老山林场) 在大塘乡境内。面积1700亩。集体经营。

(响楼林场) 在响楼乡鸡勇塘。面积1200亩。集体经营。

(岔河林场) 在岔河乡境内。面积500亩。集体经营。

(望丰林场)’在望丰乡境内。面积130亩。集体经营。 ．

(乌江林场) 在乌江乡境内。面积5900山。集体经营。

(白水河林场) 在西江镇境内。面积3000亩。集体经营。

(博物就林场) 在白连乡境内。面积3500亩。集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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