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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人民群众相互交流情况的工具。地名的规范化，标

准化，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

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搞好地名标准化，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

作，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县是士家族、苗族，汉族聚居的低中dJlX,自汉代建县以来，已有两千多年文明

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名也不断的演变复杂。有的重名，或一地多名，有的含

义不健康，妨碍民族团结，有的讹名，或名不符实，有的地名与地图对不上号，或错

位，错字，错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使地名更加混

乱。这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所以，纠正地名的混乱现象，

已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涪陵地区行署有关文件精

神和布署，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于1980年7

月至1982年9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我县在涪陵地区范围内重名的

1个区，7个社。在县内重名的202个大队，以序数命名的14个居民委员会。按规定审

批程序进行了更名命名，并发布通告施行。同时以1 t 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境内6269

条地名(新增1631条)进行了逐条核调：在原有地名4661条上，删去已消失的23条，纠

正错字，错音，错位813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在整理资料过程

中，我们查阅了酉阳((州志》及其他史料，收集了各方面的有关资料，完成了地名

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的上交。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能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

务。根据上级规定，我们在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汇编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

在编写时，对普查中部份来历，含义不确切的地名，多次进行补调，务求材料准确，完

整。本《地名录》共收集文字概况材料122篇，各类地名6269条，并加注汉语拼音和简 ．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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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 l 40万行政区划图，配有插图32幅，附录了有关文

件及酋字笔划索引等。子1984年先后经涪陵地区地名领导小组和四川省地名领导小组审

查合格。川地名C19843字第14号文批准付印。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为自治县成立前的1982年统计年报数。区，社，大队、生

产队数为地名普查时数。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酉阳县概况

酉阳县位子四川东南，川、黔，湘，鄂四省结合部。县政府所在地钟多镇。东经

108。457，北纬28。507。海拔663米。距省会成都市1088公里。全县幅员面积约5158平

方公里。东抵四川秀山县和湖南龙山县，八面山峙立，为川，湘天然屏障。东北与湖北

来凤县为邻。南与贵州的印江、松桃等县接壤。西与贵州的沿河县毗邻。北靠彭水，黔

江和湖北的咸丰等县边境。全县共12个区，1个镇，78个公社，726个大队，5677个生产

队，14个居民委员会，73个居民小组。1982年有141881户，61．69万人。其中t非农业入口

2．75万人。属土家族29万多人，苗族7．59万人，汉族24．53万人，其他少数民族5558入。

一，历史沿革

汉代，酉阳在今湖南永顺县南，保靖县东北部，猛洞河与酉水汇流处之王村。因位

于酉水北岸，故名。据Ⅸ禹贡》载，酉阳辖境在上古时属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属楚。

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略楚，置黔中郡。汉高祖改黔中为武陵郡，并置酉阳

县，属荆州武陵郡统辖，为13个领县之一。当时的酉阳辖境包括现酉、秀，黔，彭及湖南

的永顺，古丈，龙山等县境。后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8年)，魏，蜀，吴三国鼎

立时，魏曹操尽取荆州地。赤壁大战后，又为蜀国领地。东吴陆逊火烧连营，刘备战

败，酉阳属吴。两晋沿汉，吴旧制。南北朝混战时期，酉阳为南宋，肖齐，肖梁武陵郡

县地。陈改属沅陵郡。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废酉阳县名，一部份省入大乡县(黔

阳改治所在酉水北岸。原属酉阳之永顺，古丈并入)。开皇末，又于今酉阳地之西置务

川县，属巴东郡统领，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群舸

(今贵州境内)要路，置郡以辅之"。于是将务川改为务州。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

630年)，又改务州为思州，属黔州治下53个蛮州之一。领地含今贵州的沿河、印江，

务川及酉阳，秀山县境地。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北宋末复

置，不久又废。

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酋长冉守忠平“叛苗"有功，封酉阳寨知寨，

“子孙世袭，住扎酉阳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酉阳改寨为(羁縻)州，治所在

今李溪区蚂蟥公社的官坝，继迁官潭衙院(在今铜鼓公社境内)。宋末迁忠孝坝(即今

钟多镇)，建造署衙。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 65年)，属怀德府(今湖北宣恩县)辖

地。仁宗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改为酉阳宣慰司，仍以冉氏世袭土司官。顺帝至正

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明玉珍率军入川，翌年称帝，定国号大夏。将酉阳改为沿边

溪洞军民宣慰司。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仍设酉阳州，置宣慰司。八年(公元

1375年)改为宣抚司，直属四川布政使司。领有平茶，邑梅，石耶(均今秀山县地)，

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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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兔(今贵州松桃县地)等四洞长官司。

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世袭制为流官制。酉阳

属黔，彭军民厅。至此，酉阳结束了六百多年的土司制。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将酉

阳改为直隶州，全境划分为八里。’即：忠孝、大江，上际，容坪，感坪，治西，功招、

小江等。由四川省川东道管辖。同时将邑梅、石耶，平茶，地坝四司地，并割酉阳之晚

森，南洞、九江，苗江、小江，日旗、月旗等地置秀山县。加黔江、彭水共三县，属酉

阳直隶9’t'I。嘉庆初，全境划为东西南北四路，下置二百二十九个团，每路设团总，每

团设团首(即保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直属四川统部。当时辖境总面积

12．000平方公里，人口461579人。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全境划为四路十八乡。

即：东路五乡，南路三乡，西路四乡，北路五乡，中区为一个乡。

民国成立后，改酉阳州为县，受川东道节制。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四川军阀

“防区”割据局面形成。1935年至解放前夕止，为四川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

地，领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涪陵，丰都、石柱，南川、武隆等县。1949年11月11日

解放后，置川东区酉阳专署于酉阳。领酉，秀，黔8县。1952年9月酉阳专署并入涪

陵行政专员公署，酉阳县隶涪陵专署。1949年底，全县划为8个区，40个乡，8个镇。

1950年将原572个保，6553个甲，改为村，间。1951年4月，为适应土改需要，划为13

个区。1952年8至9月全县划为22个区时，将三，七，九、十一等4个区14个乡划归黔江

县。14个乡即：两河，龙田，犁弯、早化，官庄，马喇，濯水，濯西，水市，联合，鹅

池，学堂，沙石，太极等。玉屏乡划归秀山县。秀山县江口镇划归酉阳(今苦竹公社江

丰大队)。1953年划为19个区，174个乡，3个镇(酉、龙、龚)。1955年合作化时

期，改序数区为地名区，划为lo个区，76个乡，8个镇(其中9个直属乡镇)。1958

年划为12个区，75个公社，603个管区。1961年后增划沙滩、新溪，泡木8个公社，

共78个公社，管区更名大队，并划为726个大队至今。

酉阳士家，苗，汉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南宋时，暴发过以金头和尚

为首的少数民族大起义。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10月，在今川黔边境猫猫山发生过

郎官，郎宦，陈显发(陈染匠)领导的土家、苗，汉各族农民起义。同治二年，四年，

八年(公元1863年至1869年)，先后发生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打教事件，即震动全国的

“酉阳教案”。1934年初，贺龙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即红二军团)在酉北开

展游击斗争。并于同年6月进入酉阳南腰界，开辟了川黔边境革命根据地，创建黔东苏

维埃特区。10月26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红六军团转战到南腰界与红二军团会师，在猫洞

大田举行会师庆祝大会。随即挥戈东进，通过酉阳县城到湖南，创建了湘，鄂，川、黔

根据地。

：，自 然条件

酉阳地处四川盆周边缘，杨子陆台所属之川湘凹陷中部，湘黔褶曲之中，属武陵

山系。山脉自东北向西南逶迤发展，贯穿全境。地势中部高，东、西两侧低。东部为丘

陵带坝。一般海拔300一700米，以页岩为主，局部有灰岩。西部为低中山区，一般海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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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60米，页岩为主，兼有灰岩。中部为中高山区，海拔600—1800米，多为灰岩，兼

有页岩。全县最高点小咸公社灰岩老梁子，海拔1895米。最低点为乌江边清泉公社驻地

清溪场，海拔260米。水系，以中部毛坝盖为分水岭，东部，酉水于老寨公社西坡大队

入境，自北向南，经酉东的老寨，酉水(原大溪)，可大，酉酬、后溪等5个公社，于

红岩洞离境，至湖南入沅江。境内流长66公里。可通航木船，上至湖北卯洞，下至湖南

沅陵。酉东溪河属沅江水系。西面，乌江自南向北，沿川黔边奔腾而下，经万木，后坪

坝，清泉(原清溪)等公社，至龚滩与阿蓬江汇流注入长江。境内流长52公里。小轮船

上通贵州思南，下经彭水，武隆至涪陵。西面溪河属长江水系。土壤大部份为微酸性，

或中性，宜于发展农，牧，林业。气候为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县城所在地年平均气

温摄氏14．9度。年极最高气温摄氏38．1度，年极最低气温摄氏零下8．4度。年平均降水量

1373毫米，大部集中在5至9月份。年日照1174小时。无霜期263天。四季分明。

地下矿藏有汞、磷，硫，钾、煤、铁、铜、锰、矾、莹石，铝土、重晶石等。汞蕴

藏量达1．5万吨。分布在银岭、井岗、楠木一带。森林以松、杉，柏为主，并有楠木，

银杏，泡桐，香樟、鹅掌秋等珍贵树种。县Z,b咸公社境内大板云山上烂泥湖一带，尚

存原始森林万余亩，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林中有木栏、香果，锥粟，栲树，

绿叶石栎等珍贵稀有的树种。兽类有33种，其中有毛冠鹿、豹，云豹、大灵猫、小灵猫

等。鸟类有i49种，其中有红腹角雉。爬行类1 4种。两栖类lo种，其中有大鲵

等。省拟建为东南山地珍稀植物引种栽培基地。并拟作大板云水源涵养林自然保护区。

老寨公社赵家村的一株白花泡桐为世界最高的泡桐树。1978年经中国林科院考察，命名

为“酉阳一号’’。经济林木有油桐、油茶，格子，生漆、倍子，茶叶，水果等。巾草药

资源十分丰富，较贵重的有麝香、牛黄，杜仲、黄柏，厚朴、天麻，黄连等。全县办

有157个药场，已经试植成功的有黄连，白芍、丹皮、麦冬、天麻，红牛夕，金银花

等。黄连培育面积为10万多亩。金银花占全省第一位。

县境内溪河纵横，水流湍急。水利电力资源丰富。东有冷水河，麻旺河，龙潭河，

王家河，溶溪河，后河，酉水等河流。南有甘龙河。西有董河，小河，阿莲江，乌江等

河流。较大的山涧溪流100多条，是建中，小型水电站，筑塘、库，修堰，渠等的有利

条件。初估计电力蕴藏量22万配，现利用仅0．786万旺。粮食作物，主产水稻，玉米

及薯类等，次是小麦、小谷，高梁。经济作物，主产油菜、花生，大豆，烤烟、麻类

等。

三，经济状况

198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3816万元，人平226元。

农业；现有耕地859451亩(含自留地)，其中：田297939亩。1982年粮食总产量

40441万斤。花生45万斤。油菜子783万斤。生猪存栏数27万多头，出槽肥猫14万多

头，产肉1485万斤。全县有中、小型水库44座，山平塘457口。蓄、引，提总水量1亿

立方米。有效灌面和保灌面，分别达到18．99万亩和15．78万亩。新建小型水电站75座，

装机容量7862珏，年发电量891万度。农机具从无到有。1982年全县有中型拖拉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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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手扶拖拉机500冶，农用柴油机1517台，农用汽车11辆，农用水泵371台，农副产
品加工机具3727台。

工业：解放前只有少数个体手工业。现已办起了小型的农机，水电，硫铁，水银、

煤矿，造纸，化工、缝纫、陶器、皮革，食品，酿酒以及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特别是我

县的汞矿开采，解放后曾发展为2570人的大厂，最高年产量达67．54L吨。酉阳皮革制

品，在广交会上也曾获得好评。1982年工业总产值为1884万元。

商业：1982年国营，合作商业纯购进总值4269万元，纯销售总值6281万元。现有商

业网点1018个。个体工商户210户。农村集贸市场81处。

林业：解放后相继建立了青华，毛坝，菖蒲等8个国营林场。从1972年起逐年进行

飞播造林，加上人工植造，已成片造林147．8万亩。经济林木是我县的优势。1982年桐

子产量1100万斤。橙子(乌桕)550万斤。生漆4万多斤。此外，还出产松脂，五倍

子，棕片、板栗、核桃等。酉阳实行“以林为主，粮经并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

山区生产建设方针，是合乎实际的。

交通：解放前仅有1条川湘公路，在县境长119公里。截至1982年底，新修公路45

条，全长909公里。比1949年增长7．6倍。新修大，中型石拱桥18座，总长1154米。全县

12个区，区区通公路，78个公社中，66个通有公路。解放初只有1辆改装的木炭汽车，

现有137辆(地属55辆)。乡，村有拖拉机、胶轮车等运输工具。

四，文教卫生

文教：解放前，有省立龙潭中学，县立初级中学各1所，1945年共有学生753人。中

心小学43所，学生1万多人。保国民学校272所和少量私馆。解放后发展很快，1982年

止，各级各类学校810所，其中：完中4所，初中10所，完小9 7，所，民办村小695所，

农中2所，师范、卫校各1所。总计中学生1万多人，小学9．9万人。中专1048入，其

中：师范295人，卫校115入，农中638人。中学生为解放前的3．76倍。小学生为解放前

的7．6倍。中专生为解放前的12．78倍。幼儿园4所，入园儿童653人。

文化：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管理所，川剧团，电影院，职工业余学校，业

余体校、灯光球场，电视差转台，广播站、新华书店等。县办有《酉阳报》。全县78个

公社中，44个公社有电影队。

卫生：解放前县城内只有1所由3人组成的卫生院和两家私人诊所。1982年城内有

县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县中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职工310人。病床249

张。解放前农村无医疗设施，只有少数私人药铺。1950年各区医务人员共18入，无病

床设备。1982年已有区卫生院，公社医院91所，职：Y-．772人，病床共406张。全县各大队

和街道居委会建有合作医疗站，共有赤脚医生1854人。人口死亡率由1976年9．2‰，下

降蓟7‰。

五、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

县境南部南腰界，是红军革命根据地。巳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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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庄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赵世炎烈士故居，巳作为县重点文物保护。

酉水公社的冠军山，随着山麓的二桥飞架，别具一格。有待培修。《酉阳州志》载

的小桥落虹、双塘印月、梅亭览胜、洞府寻幽、紫荆献瑞、丹挂飘香、茗泉烹雪，卧柳

含烟等内八景和二西藏书．五溪明月，翠屏夕照，玉柱云开，鹿井仙踪、午沙古迹，龙

池伏脉．铜鼓效灵等外八景，部分遗迹尚存。大酉洞天、钟灵毓秀，雅浦泉涌、龙吟洞

曲，碧津玩月、飞来峰秀等古迹，正陆续整修。酉东天龙山和八面山的背子岩，酉西的

马鞍城及永和寺等古迹，遗址尚存。酉阳境内，奇洞异景，秀丽多姿，自然风光幽雅别

致，为发展旅游事业开拓了美好的前景。

酉阳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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