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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办编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生上 贵阳市鸟当新．乖孪镇松溪胡

下 贵阳市乌当区新霹搴镇人民政府



鬓

瞻
：

左上 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喇平大蜘

吉上 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人民政府驻地下坝

主中 贵阳市鸟当区下坝乡／、民'政府

生下 贵阳币鸟当区羊昌乡人民政府驻地羊昌

右下 贵阳市乌当区羊昌乡人民政府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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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 贵阳市乌当区水田乡人民政府驻地水口

拥



劳阳市乌-3区朱昌乡境内的百花湖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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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乌当区金华乡

}、甚砖商蚺撕翻蹁

F 贵阳市乌当厦



左上 贵阳市乌当区百直乡人民政府

右上 贵阳市乌当区百宣乡山村碾自然村

左中红军长征时路过贵阳市鸟当区百宜乡山村硼

自然村时留下的标语。

左下 贵阳市乌当区野鸭乡人民政府驻地野鸭塘

地区。

右下 贵阳市乌当区野鸭乡人民政府

} ． 1



生上 贵阳市乌当区羊昌孝马场

右中 舞阳市乌当区新场乡人民政

布依族村民保存



蝻鼻当场

莠阳市乌当区东风乡人民政

吉下 贵阳市重点天物保护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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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始建于明朝成fE年间的鸟当太桥

右上 贵阳市乌当区偏坡布铱蘸乡／、民政府

右中 贵阳市-5当区承乐乡人民政府

右下 贵阳市乌'-3区承乐乡政府驻地承乐堡古埔
西门一角，

左下 贵阳市乌当区水乐乡政府驻地承乐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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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代号，是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及确定的地理位置，地理实

体的称谓，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必然产物。 ·， 一 -。·’

地名的称谓、书写是否准确，统一和规范，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j国防，．外交，

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交往。 ． ⋯．⋯ -·

地名管理工作，是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组成部份，是促进交往，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

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实现四化的一项基础工作．

准确地将一个地域围范内的地名信息提供给社会，对社会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鸟当区是贵阳市的近郊，是一个具体的行政地域范围．她虽然一九五八年二月才作为县

级行政区出现，但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就在这块沃野上繁衍生息．从元代起，这里就建立

了各种形式的行政机构． ．

、

编写《贵阳市鸟当区地名志》，是为了给社会提供乌当区地名方面标准化的准确资料和

依据，达到。资治、存史．教育。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乌当区今后进一步搞好地名管理．

促进与外界的联系和交往打下基础．

《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共收录地名词目1．873条．其中自然村寨词目1，024条(含片村

地名17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街，路、巷词目149条；山峰，河流，沟渠．泉．

水库，桥梁．洞穴等自然实体词目599条；名胜古迹词目15条；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词目

86条．它是在地名普查实践的基础上，依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

志)，(郭子章)《黔记》，(康熙)《贵州通志》．(钦定乾隆)<贵州通志》，(道光)

‘贵阳府志》等历史志书以及民国以后的档案材料中所提供的有关今天乌当区境内的地名信

息，经过认真考证，编纂而成．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本着详今略古的

宗旨，追本朔源，力求做到。完备不疏：翔实具体。，使每一条地名词目达到称谓标准化．

书写统一化．规范化，含意及沿革具体化；并对人文，经济．自然概貌等作适当的记述．

《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用现代汉语编写．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简化字总

表》和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发《第一批异体字整理》为准．

志中的词目均为标准名称，并以现代汉语拼音正音；别名和曾用名在释文中列出． 。蛤

蟆背’。蛤蟆塘。。老鸹箐’等地名词目为保持方言特色，用方言称谓注音．自然村。摆

驮’的。轶。(mang)字是当地群众根据方言意思创造的，在当地已通行，没有适当的标

准字代替．故照承．

释文中用到旧纪年的地方，在夹注号内用阿拉伯字夹注公元年号，年号前后省去。公

元、年·字．

(道光)‘贵阳府志>是古籍中对今贵阳地区地名记载最翔实的地方史，对它所提供的

地名，今可认定者，在词目释文中原文照录，供使用者参考．

，，●，、IlEk■-r，



的地理方位，区以市人民政府驻地为中心，乡以区人民政府驻地为中心．村民委

民政府驻地为中心，自然村寨以村民委员会驻地为中心。·作八方位叙述．

的里程，一般为直线距离．

拔录於一九六五年版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形图．自然村寨的海拔．参照该图推算得

市乌当区地名志》是一部地名资料书，因此，对我区地形只概述一般情况，不作

深究．有关地质方面的资料，书后另附专篇论述．

名图所示行政区疆界不作划界依据．

用数据，除注明年代的外，一般收集到一九八二年底．

有《错．漏、新增村寨一览表》，《消失村寨一览表》。<贵阳市乌当区地质矿

其他有关文件．供参阅．

《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的过程中，得到了我区各有关部门及乡(镇)的热忱帮

贵州省参事室副主任，省地方志编委，省书协主席涂月僧老先生，省政府文史研

老先生，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编陈福桐先生，贵阳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李宗泽先

》总编文志祥先生，贵州师大历史系王燕玉教授，贵州师大地理系刘福昌副教

地理志》副主编，贵州师大地理系屠玉麟副教授，《贵阳市建置志》编者何静

中退休老教师杨文山老先生，贵阳三中退休老教师覃雨甘老先生，贵阳八中杨文

阳师专刘奕刚老师，退休老教师欧阳震老先生，贵阳市地名办邓群主任．花溪区

光主任，市规划局陈廷良工程师参与了本志的审订工作．并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

一并致谢． ， ．

者水平，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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