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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民生产、生活，社会交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它也相应地发展和改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长期以来，我县地名无

史料记载，因之存在不少的问题。有的因长期讹传，误称较为普遍，失去了地名的本

来涵意，有的重名、同音，一字多写I有的含义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

写难记，有的实地地名与地图标位不一，错位，错字，错名也有所存在。加以全县部

分大队以序数命名，特别是_文化大革命矽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地方，搞地

名一片红，使地名更加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

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C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四

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发(1980)89号文件精神和乐山地区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次地名工作

会议部署。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省的说明，我县成立了犍为县地名领导小
· 组，由副县长邹华林同志任组长，成员有政府办公室、民政、公安、武装部、科委，交

通，计委，统计，水电，邮电，文化、教育，档案馆等13个部门组成。从一九／k--年四

月至十二月底，以八个月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先在孝姑公社进

行普查试点。又在清溪召开了全县各区、社(镇)参加的地名工作会议，然后在全县展

开普查工作。通过实地核调，查阅资料，基本弄清了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含义和历史沿

革。在此基础上，对重名的8个公社，1个镇，以及62个序数名，4个含义欠佳的大队

名称，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性和反映地理特征的原则，命了新名。基本达到-

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对重新命名和更名的地名，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一月分

别由乐山地区行署，犍为县人民政府通告执行。

通过8个多月的努力，普查县地名3718条，对1：5万地图上原有的3167条，通过

核实，删去93条，新增加551条，对原地图上的错位．错字，错音，错名作了更正，上成

果表3620条。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2871条，企事业单位29条，人工建筑16条，自然

地理实体719条，填写地名卡片1275张，编写文字概况68份，整个工作于一九八二年二

月结束，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全部成果已上交。

根据全国地名工作座谈会关于岛已经结束地名普查的县(市)应着手把普查的资料

编辑成册矽的要求，我们将普查成果资料汇编成《犍为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

位的需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中的《(键为县地图》依据国家测绘总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七年绘制的五

分之一地形图，核对我县地名成果资料，绘制成十四万分之一的犍为县地图，标注了全



上行政区划地名，

要说明。

名录引用的数字，

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对现用地名的名称来源和含义

均系根据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

，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犍为县地名时，一律以本Ⅸ地名录》为准。

四川省犍为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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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县位于四川省的南部，地处盆地西南边缘，居岷江下游，为水陆交通要道。．县

境东北与荣县交界z东南与宜宾为邻，西南与沐川相襟，西北与乐山接壤，，北与井研毗

连。县城在岷江西岸，翠屏山峙其西，，江流环其东，南北为平原，丘陵环抱周围，边缘

有梁家山，兰花岩，陈贵山、望乡台，云峰寺等四十八座山，以高山铺、铁山、水星寨

等高山为屏蔽。全县鹄面积1375．40平方公里。地理座标为l北纬29。027至29 7277，东

经103。427至104。117，一九八O年底全县总户数为103674户，总人日513020人。’现分?r。

令医、5个镇、46个公社、351个太队，2925个生产队，33个居民委员会。民族以汉

族为主，有少数回族。县人民政府驻地玉津镇。县城距成都225公里处，地理座标北纬

29。12'，东经103。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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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犍为乃古郡之名．，始建于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郡治初设鳖．(今贵州遵义

市西)，辖今川南和云、溃北部地方。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把北周所属沉犀

郡的武阳县改为犍为县(沿袭古郡名)．o隶于戎州，‘当时县治在嘉州东南67公里，岷江

东岸地方。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县治未变；分出县北面45公里地方设玉津

县，即今乐山冠英场(见((清·一统志》)。、晋高祖天福元年(公元936年)。，铁山僚族

攻城，犍为县城从氓江东岸迁至西岸，距嘉州60公里，即今县城地方。宋太祖乾德四年

(公元966年)废玉津县并入犍为县，属嘉定府(《元丰九域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

年(公元1008年)，犍为县治从岷江西岸地方迁到玉津镇，．不久又迁惩非镇(今清误

镇)。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县治又从惩非镇迁到现在的县城地方。．清雍正

十二年(公元1734年)．，升嘉定州为府，隶四川行省，楗为县仍属嘉定府。民国二年

(公元1913年)属上川南道。民国三年至十七年(公元1914—1928年)属建昌道。．民国

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道制-，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五行政督察区。解放

后，属乐山专区。历代曾多次变动统治疆域，犍为县时分时合，边界也时伸时缩，直至

清代乾隆才大体定下，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犍为解放，共辖5个区，48乡，镇。

为便于行政管理，一九五O年至·九五二年先后将原犍为县属的箭板、五通、竹根，牛

华、，三江，马踏、胜泉、王村、黄钵、磨池、梅旺．金粟、金山，辉山、西溶，石麟、i．

踏水，蔡金，，冠英、杨家、牛石、新场等22个乡、镇赳归沐川、乐山、井研管辖，划出

面积计5印平方公里。一九五五年将沐川县芭沟村划归犍为管辖。 ．一 ．

(一)犍为名称考：：i．， ： ，，， i ．，． ，．．



犍为县名是袭古犍为郡而得名的说法已基本肯定。但键为郡又因何命名，诸书说法各

异。经多次考证，犍为郡名之由来，应从。犍黟字说起。两汉时没有这个字，是宋人徐

铉增入《说文解字》中去的。释。犍一是髂牛。 。键"和_为一连在一起，不解。《汉

书·地理志》出现_犍’’字，但今本《汉书》是后代人改变了的字形，使用宋代后才出

现。犍"字。可见鼻犍为郡”的-犍’’字不是原来的写法。先秦、两汉文献中有。楗黟

字。《老子》· 。善闭无关楗"(长沙出土帛书《老子》作关龠)。《史记河渠书》。

-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说文解字》。 ．楗纾限门也。

综上所考_楗黟字的涵义是弊障，门户之意。汉武帝设犍为郡时，南越尚是独立政

权。今贵州辖地，当时接近南越西境，为防南越，命名楗为郡，表示此郡是西南的屏障

和门户。

《元和郡县图志》谓李冰作罐尾堰劳便是证据。 _尾彦字，《方言》稍也，即以

竹梢建笼之义，李冰用作防水工具，堵水导江。尾与微通，汉韵通用，故楗尾即楗为。

是屏障，门户、关拦累石防水，故以之为郡名也。 。楗"误为。犍玎是汉以后之事，直

至今仍用。 (注，都江堰，原名楗尾堰)

(二)自然条件

本县境内江河纵横，溪沟密布，岷江自北向东流经石溪，塘坝、安乐．孝姑、新民等

公社，在宜宾干笼子出境，斜贯县内长55公里。马边河从沐川县高笋公社的板板桥入境，

流经马庙，同兴、洛江、南岸、安乐等公社，接纳11条溪沟，至河口汇入氓江，纵贯我

县45公里。还有大沐溪、罗叶溪等大小河溪70条，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地层主要有中生

代株罗纪的香溪煤系统，重庆统、自流井统、白垩纪的嘉定统，冰川期的老j中积，新生

代的新冲积六种。地下资源有丰富的煤、盐卤。还有天然气、铁矿，硫磺、砂金、陶

土、石灰石以及含量微小，分布零散的铜、铅，晶、沙，锌，铝，镁等。土壤以紫色土

为主，西部香溪煤系统大部是黄壤，其余少数为红壤和灰壤，一般都较肥沃。境内丘陵，

占77％，沿岷江和马边河两岸一片断断续续的带状河谷平原占6．4％，山岭区占16．6％，

构成岷旺两岸地势低洼，向东西伸展，逐渐升高，边缘多属高山，形似盆状。年平均气

温17．6℃，一月份平均8．3℃，七月份平均26．5℃，无霜期为333天，年降水量为1372．4

毫米，年总日照1087．8小时，海拔最低为308米，．，最高为1047米。全县所辖土地肥沃，

气候温和，阳光充足，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利条件良好，地下资源丰富，索有金犍

为之称。

(三)经济概况 ·

一九八O年全县国民生产总产值16849万元，人平328元。

农业。本县以农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现有耕地面积501202亩，宜林山地

约32万亩，森林覆盖面占6．7％，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48％，其次是小

麦，玉米、红苕、豆类等。经济作物及经济林木主要有甘蔗、晒烟、油菜，花生、茶

叶、紫胶、自蜡、水果、楠竹等l中药材生产自姜、黄姜。畜牧业以生猪，耕牛为主。

近年来，由于水库塘堰增多，渔业生产也逐年有所发展。上列农副土特产品中，自姜在

国际市场原负有盛名，紫胶占全省产量60％，晒烟行销省内外，颇著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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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全县仅有山湾塘30口，河堰318道，加上其它水利设施，控灌面积不到一万

亩，实际灌溉面积6000亩，占耕地总面积I％。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充分依靠

群众，逐年改善生产条件，全县已兴修中小型水库84座，蓄水量7925万立方米，加上石

河堰319道，山湾塘1965口，全县总蓄水量近一亿立方米，保灌面积27万亩，占水田面

积81．8％。水库工程配套的渡槽，隧道、水渠等长达400公里。有小水电站21处，电力提

灌站155处，38605匹马力柴(汽)油机抽水，全县农田用水基本解决，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农田140700亩，人平0．31亩。农业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八O年粮食产量达35354万斤．

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08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4％。农业人口平均创粮788S?，复种

指数为171．24％。全县农业总产值10053万元。其中农业6034万元，林业307万元，牧业

2416万元，副业1276万元，渔业20万元。一九八。年水稻311 199亩，亩产734斤，比一

九四九年增长89。66％，小麦162251亩，亩产250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84．4％，玉米

89793亩，亩产413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2．1倍，甘蔗18243亩，亩产5469斤，比一九四

九年增长48％I晒烟6261亩，亩产247fi-，比一九四九年增N1．1倍。一九八O年生猪出

肥数13万多头，年底存栏数335556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3倍，大牲畜41279头，比一九

四九年增长58．2％。全年征购(原粮)5251万斤，社员人平分粮567斤。集体农副业总

收入5499万元，社员平均分配70元。社队企业总产值95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0．5％。

工业：解放前除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开办的嘉阳煤厂外，其余仅少数官商合

办或私营的煤矿、酿造，玻璃、砖瓦、土陶等工业及手工业。解放后，工业迅速发展，

县内有省属嘉阳煤矿，地属犍为糖厂，清溪茶厂等。嘉阳煤矿所产原煤以煤质优良，

远销重庆、成都等地。犍为白砂糖荣获一九八。年全省优质糖称号。清溪茶厂生产的茉

莉花茶及精制外销茶，无论出口、内销均受欢迎。县办工业有煤矿，制盐、氮肥、水

泥、农机、粮油加工、玻璃灯泡、制纸、印刷、陶瓷、酿造等行业。犍为酒厂生产的泡子

酒”，一九八。年被评为全省优质酒。犍为糖果厂生产的“双麻酥艿， “酥芙蓉"，一

九五九年被评选为地区优质产品。一九八。年全省名特产评比会， 。酥芙蓉，，又被评为

省优质产品。犍为工艺美术瓷厂生产的直口天球、阀门天球，鱼尾，兰花，冬瓜，乾隆

花瓶等瓷胎，一九八O年已出口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一九八。年县、社

工业主要产品年产量：原煤21 69,34吨，水泥18269吨，碳氨11616吨，机制纸2663吨，原 ·

盐11000吨，日用玻璃包装瓶4000吨，民用灯泡150万支，全年工业总产值4552万元。县

社合办的坛罐窑水电站正在施工，计划在一九八三年建成后，装机容量1．215"珏。

交通：解放前全县仅有略具雏形的清溪至五通桥一条公路，只通人力车。解放三十

多年来，建成以省道(五通)新(市镇)为主的公路网，改造和新建公路299公里，架公

路桥49座。有45个公社通货车，20个公社通客车。全县有各式汽车182辆。公社到大队

一般都有拖拉机道。水上交通以岷江为中心，机动船逐年增多，客，货轮往来不绝，主

要渡口，都设有轮渡。清溪大桥建成以后，大大方便了内地至凉山的往来车辆。

商业：本县农副土特产品，种类较多。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群众购买力相

应提高，市场日趋繁荣。现在，商业网点已遍布城乡集市，全县农村生产大队都有代购

代销点，物资交流畅通，群众买卖方便。一九八O年全县农副产品收购额为30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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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零售总额为6273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解放前仅有各类学校137所，教职员"7"458人，在校学生5974人。解放

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一九八O年已拥有各类学校408所，教职员2E4127人，在校学生

108441人，小学教育已基本达到普及。

文化事业z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及放映队、川剧院、青少年

之家，社，镇有文化站，县有文艺创作协会。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有线广播网。28个公

社、5个厂矿、6个科研文教卫生单位有电影放映机。绝大部分机关、厂矿、企事业单

位和部分农村社，队，社员有电视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县设有转播台，体育事业也

有较快发展，县有业余体校，每年都要举行各类运动会。

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县仅有1所医院，9名医护人员，4个床位。一九八O年县、

区、公社(镇)医院已发展到84所，病床共952张，医护人员1355人。县有防疫站、妇幼

保健站及一所初级卫生学校。全县农村每个生产大队还建立了合作医疗站，有医务人员

738人。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出生率由一九七二年的42．2‰，下降到一九八O年的

11．19‰，自然增长率由一九七二年的31．47‰，下降到一九八。年的5．17‰。

(五)名胜古迹

犍为古八景。龙池春涨、圣泉漱玉、凤岭梧荫、金粟秋芳、孝渡流芳、云亭晓烟、

清溪渔唱、沉犀秋月"早已名存实亡，徒有虚名了。现存文物古迹，除县城之文庙、贞

节牌坊、奎星阁，龙池、古城墙等以外，区、乡还有少数古寨、寺庙，但都残缺变化。

罗城镇之船体建筑形状，被奥大利亚新建在墨尔本市之。中国式庭院’’旅游城作为模式

后，古罗城。山顶一只船’’建筑原貌，第一期工程已修复，保留下来的一对大石狮(雌

雄各一)尚完好无损。金井出土的两批战国晚期的墓葬出土文物，省博物馆，县文化馆

均有保存。

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云南农民起义首领李永和率义军进攻犍为，后以铁山为

据点，开荒种田，安营扎寨，连营百里，凭险扼守，迭次打败清兵的进攻。同治元年

(1862年4月4日)，义军主力放弃铁山据点，李永和率义军退到富顺、隆昌交界的天

洋坪暂住，后至宜宾县属八角寨与卯德兴部会师，遭到清军围困。同年九月，突围回师

犍为，又被清军围困于龙窥场。虽经与清兵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又遭到失败。义军先锋

卯德兴就义于犍为城下，首领李永和被俘，解至成都英勇就义。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遗

迹，现在尚能在龙究公社石燕大队考证。



县城南街古文庙
建于公元I 618年．

现为市级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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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县境五c通，新c市镇，公路之沙嘴渡

造形新颖的犍为工艺美术瓷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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