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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对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和科研等都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开展地名普查，弄清地名名称的由来及含义、历史沿革情况，编撰地名志，实现地名的

标准化和正规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和绎写规范化，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省人民政府、

省军区黔发(1980)36号文件精神，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开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抽调在地名办工作全体同

志的积极努力，在半年时间里，将全县地名普查和普查成果资料整理出来，报经州地名

办审查验收，基本达到《贵州省地名普查实施细则》的要求。为进一步巩固地名普查的

成果，弄清地名名称的由来，含义和历史沿革情况，搞好地名的日常管理。根据一九八

三年四，七月州，省地名志工作会议精神，经请示县人民政府同意，重新抽调四位同志

在地名办工作。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用地名典籍的形式调查编撰了《三穗县地名志》。

同志们，不畏夏季气候炎热，不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徒步行程万余里，

深入全县农村大小村寨，走访座谈年过半百以上的老人和伪政职员近三千名，查阅了

杨、邰、陆，曾，刘诸姓族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对全县所有的地名进行了调查研

究，基本上摸清每个地名的由来及含义、历史沿革，进行了整理，编撰出这样～本《三

穗县地名志》来。这是一本带有法定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的地名工具书。本书资料翔

实，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可为各级党、政机关、军事、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建设，

邮电、交通战备等部门四化建设，提供可靠依据和参考使用。

《三穗县地名志》，共收录地名词目1098条，全书分作县，社地名图，县、社概述

和地名录(志)三大部分。地名录(志)，包括全县所有自然村寨、重要古遗址，主要

山峰、洞穴，河流，水库，大型桥涵和农林牧茶场及部分工厂企事业单位的称谓等。我

们在编撰《三穗县地名志》一书中，人口是用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字，总

人口数和自然村寨人口数不尽一致，在使用时应都视为有效参考资料。在地名普查和编

撰地名志中，我们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在过

去凡用政治术语更改的地名，除原地名对人民带有篾视之意的外，一律恢复了原有老地

名，对个别公社，大队和村寨的地名进行了更名，经考查，有对地名用字不当的，脱离

了地名的由来和含义，作了订正，对少数民族语的地名，一般以相近音的汉语文代替。

凡列入地名志的地名，都基于标准亿、规范化，书写三穗县地名，必须以此书汉语文为

准。今后因特殊情由需要更名易名或新建村寨的命名，须分别报请各级人民政府批准，

呈报向上一级政府备案，方能始用。

三穗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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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例

一，本书主要采用辞条式进行编撰，摄配适当的图片。全书搜集编译三穗县现代地

名词条1098条和企事单位43条，略超过了地名普查时规定的范围。

二，全书分为县，社地名图，县、社概述，按公社行政区域所辖自然村寨，居民点

的地名阐释，然后分类阐释了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山峰，河流，水库，桥、洞穴、

泉和人工建筑物等。附录部分录用与我县地名有关的内容。

三、县、社(镇)地名图是根据1965年出版1150000军事地图绘制的，分别附在县

和公社(镇)概述之前。县属农、林、渔，茶场，因其用地比较集中，未编释在所驻社

镇范围内，分类另作阐释。照片集中排在书宋。

四、地名词条文字阐释，以反映地名本身的特征为主，视其重要程度适当描述一些

地理实体的外部形态及内在特点。

五，书中所用的数据，基本上是以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注明了年度，除个别注明

之外，下限为1982年底止。

六、本书一律使用公制计量为单位。

七、本书标准地名用字，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首字为准，个别特

殊少数民族地区地名和方言地名用字，注有当地群众读音的拼音字母，或用相近音的汉

语文。如三穗的地名中习惯用“凯刀，不用“垲黟，则根据地名的由来含义和自然村寨

居住的地理位置，订正为“垲"。畚相的“畚"，依习惯读音为(P6ng)，白匈的

“白黟，按照苗族人民读音，用汉语文的“卑"或“碑黟字，比较接近苗语，订正为

“卑匈"等。

八，本书所收录带“屯黟，“营万，矗贵黟，“魁黟字等地名，在清代和清代以前

设屯丁，营盘，实行屯田制，带“贵”字的地名，过去都以“鬼’’或“矮"字定地名，

这种地名是封建王朝或豪绅贵族对边远劳动人民的篾视和侮辱。如矮子计，又称鬼计，

后以高大魁梧之意，更名为魁计，或以富贵之意更名为贵晓，贵垲，贵坪等等。

九、本书山脉，除有的注明之外，均系云贵高原苗岭山脉。

十，本书采用公元纪年，历史上的旧式纪年基本上都加注公元纪年于括号内。

十一，本书用八方位制，路程为曲线实际距离。

～】一









穗 县
(San Sui xian)

三穗县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东部。县人民政府驻八弓镇。东经

108。327至109。417，北纬26 4477至270007。东与湖南新晃县毗邻，东南，西南与天柱

县，剑河县交界，西，西北同镇远县接壤。境内东西长41．6公里，南北宽24．8公里，地

形如龟。三穗县属苗岭山脉，地势为丘陵地带，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从中部到东部，山

坡逐渐低矮，海拔最高点是良上公社的老山坡1470米。最低点是款场公社的登都468米。

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600至900米之间。境内丘陵连绵，溪沟纵横，形成许多冲积小平

坝，是水稻的主要产区。县内主要河流是邛水河，邛水河发源于镇远县的京堡诸山，从

入境处到出境处共81．2公里，由正西流向东南，穿过县境三分之一的社(镇)，汇于清

水江，注入沅江，发源于巴冶公社的台烈河，发源于小巴冶的贵秧河，发源予天柱县阳

寨公社的坦洞河，和雪洞、海山等14条小溪河流，都是邛水河的支流。水量随季节涨

落，时大时小，久晴会干枯断流。各地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很重视这些水利资源，积极进

行拦河、筑坝、修堤、引水灌田。

全县辖4区，28社(镇)，l居民委员会，138个大队，1885个生产队。总面积

1040．73平方公里。境内居住着汉，苗、侗、土、士家，布依、满，回、傣、彝，壮、

高山，仡佬等14个民族共153791人，汉族占总人口65．7％’侗族占20．5％，苗族占13．64

％，余为其他少数民族。苗族集中居住在与剑河县交界的寨头，巴冶，良上，稿桥、顺洞

等边远山区，侗族集中居住在款场，等溪、坦洞、新场，绞颇等公社，土族居住在边远

的稿桥公社。县境内气候比较温和，雨量比较充沛，年平均温度14．9℃。全年无霜期平

均275天左右，适宜农作物生长。由于县境座落在清水江和舞阳河两水之间的一块倾斜

长台地上，地势比周围高，地形比较复杂，气温垂直差异大，水平差异显著，夏季最高

气温达37．1℃，冬季最低气温为零下13．1℃。平均年降水量1100毫米左右，多集中在

4、5，6，7，8月。由于乱砍滥伐林木和毁林开荒，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水土流

失严重，夏季有不同程度的水旱灾害发生。

据《贵州省专题考》记载，三穗建县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早在南齐就在这里

设置西新市，县，属东群舸郡(梁、陈亦同)。宋政和七年，置邛水县，属思州。宣和

四年，废为堡。绍兴二年，复置县。元初，改置定安县。旋仍名邛水县。别置晓隘、鹿

洞，赤溪等处。德明，卑带洞、大小田等处，皆属思州安抚司。明洪武五年(1372年)，

置团罗、德明、晓隘，卑带，邛水五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二十年，并五司置邛水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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