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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祖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丰繁的地名遗产。作为民

族灿烂文化的一部份，数千年来，失于管理，缺乏记载。一部份地名被反复巨变的历史淹

没，一部份地名则早为长长流逝的岁月风蚀得斑驳，模糊，残缺不全，无从稽考了⋯⋯。要

抢救这份珍贵的遗产，极待细致，认真的整理，科学，严格的管理，以便将它留传后代，同

时提供给国家各个部门和国际交往中使用。这就是本‘录’的目的。

本‘录'按照国务院和NJll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的要求，以1 I 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

全县1174条地名进行普查核调和规范化处理，按国家规定完成了四项地名成果资料的基础上

编纂的。

本‘录'收入的1122条地名中，公社和大队的名称业经州、县两级政府批准施行，其他

各类标准名称也已相继确定了下来。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宁南县地名时，请一律以此为

准。

‘录，中的每条地名都包括。语种、现名，拼音，含义，历史沿革等内容。作为第一部

县地名资料，为了丰富内容、增大使用范围，提高其使用价值，同时也给今后的地名工作留

．F更多的线索和可咨考察，探究的东西，本‘录’兼收入概况文字资料27篇，除前言、后记

外，尚有地名分类凡例及附录七份。其中的‘宁南县常见地方语条释及说明'，是为便于使

用，方便研究本县地名写的。在阅用本‘录'中配合运用该附录会更觉便当。为提供地名的

相关分布位置，使其有所依附，编入1 I 15万‘宁南县地图’，‘城区平面示意图'各一

份．同时收入彩色及单色照片22幅。地图中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较重要

的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文字概况中所引用的数字均以一九八O年年报为准，由县统

计局，县工交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提供。地名的有关内容均取自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的相应

成果资料。

本县地名在地名普查中虽经必要的正音，正字，查错、补漏等工作，仍不免留下相当问

题，待今后相期处理．‘录，内6％左右的待查地名中，有的来历、含义不明，有的则连语

¨>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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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归属也难于辨识。对于有几种传说的地名，概以多方查访、研究后认定的一种编入。剩余

说法中，凡对今后地名研究，考察有助的，一律以[注]的方式列于所在郝份之后，提供参

考·其余舍弃。我们希望这样的处理，既不影响使用，亦可向需要者提供出有一定参考价傀

的线索，作为进一步探究时的向导。



南县概况

宁南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南部东侧。东临金沙江与云南省巧家县’

一水相隔，北连普格县，布拖县，西和德昌县，会理县接壤，南与会东

县毗邻。总面积1689平方公里。地处东经102。287--102。547， 北纬

26。507—27。187 30¨之间。县域近似南北长，东西阔的倒梯形。山地

为主，少量平坝和河滩地。县辖一个区、一个城关街道办事处，24个公社

(其中，8#-半彝族公社)、一个国营示范农场，共119个大队，848个生

产队·一九八。年底总人口13．5万余人(男约6．74万人，女约6．76万

人)。农业人口近12．6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3％。人口平均密度，每平

方公里80人。有汉，彝、布依等九个民族。其中汉族约10．65万人，彝族

约2．65万人。主要语种：汉语，彝语。通用汉字。彝族中开始推行规范

彝文。
’

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东经102。457，北纬27。047)。距西昌东南

】29公里。海拔1124米。

；(一)历史沿革

宁南县系历史上的一条古通道。位于古梁州境西。县内双塘公社等

地发现的石斧一类器物表明，早在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境内

即有人类楱息。西汉前，宁南分属古邛都国、二十一夷寨及乌蒙(禄

氏)的江外属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汉武帝使司马相如通“西南
夷修，置越孺郡，建卑水县(因境内卑水——今黑水河，旧称大黑水——

得名)，县治在今宁南县披惠公社(旧名披砂)境内。历经西汉、东

‘"＼、厶



汉、三国，两晋至刘宋时期，共590年。以后朝代更迭频繁，边远郡县大

多荒废，卑水县亦废弃。 (《会理州志》乾隆乙卯本记载： “卑水废县

在州东北，汉置越裔郡，后汉及晋皆因之，齐省黟o)

唐朝，一度为南诏政权属地。宋时，为大理政权所辖科部(因乌蒙

仲由裔孙科为部号得名)，属叙州。元属云南罗罗斯宣慰司都元帅府建

昌路。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设千户。二十六年(公元一

二八九年)改阔州(因科部讹为阔部得名)，州治在今宁南县华弹公社

(旧名洼乌)。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征南将军颍川

侯傅友德率军南征，大败元右丞实卜及芒部诸兵，乌蒙土府等皆望风归

顺。是置乌蒙、乌撒等卫指挥使司。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

罢罗罗蒙庆等处宣慰司，阔州因之。改属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后废。

明末清初，增置土司。任命绶印，世代承袭。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

年)设干总一员，筑土城，周二里半。清嘉庆元年(公元一七九六年)

置披砂土千户(或谓土司，土目等)，隶会理州永定营。光绪末年，于

六城坝设立云南省巧家县县佐(分县一级)，习称六城县。县治今宁南县

六城公社六城大队口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撤销六城县佐，改

为行政委员(亦属分县一级)，披砂设为会理县县佐。民国十八年(公

元一九二九年)改为披砂设治局。

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由宁属整理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核准

正式建立宁南县。将西昌普格地面之小松林坪及会理六场划入，县治今

城关(披惠公社境内)，以其位居宁远府(今西昌市)南命名。民国二

十四年(一九三五年)隶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二十八年(一九三

九年)转属西康省，至解放。

一九五二年原云南省巧家县一区(江外属地)六城坝，骑骡沟，大

同、景星等地划归宁南县，一九五三年划回龙湾自治乡归普格县，一九

‘●≯



五四年划骑骡沟之柏子丫口、冯家坪子归布拖县。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

销，宁南县随西昌专区并入四川省。

又随之归入凉山彝族自治州，至今。

清同治元年(公元--}k六二年)

经宁南至石棉县安顺场兵败·次年，

一一带散失·

一九七九年西昌专区撤销，宁南县

冬月，太平天国冀王石达开率部途

余部南返再入洼乌(今华弹公社)

一九三五年四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由滇人川时，一方面军第九军

团罗炳辉前部途经宁南。

(=)自然条件

本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缘山地南部东侧，横断山区。东部系大凉山

余脉，西及西南为鲁南山东坡，二山之间形成一条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

槽沟地带——黑水河谷地。境内绝大部份是山地。深沟河谷地形占全县

面积的70％。中山为主，海拔多在2500米以下，但也有不少超过3500米

的高峰。西部与会理县交界处的贝母山峰(境内最高峰)达3919米。北

部的许娥梅峰、罗马吉约石(即尼罗汉峰)，分别为3773米和3636米。

黑水河谷地海拔多在1000米以下，金沙江畔衣补河口的海拔仅580米，形

成了境内甚为悬殊的相对高差。山地斜坡极陡峻。河谷大多为峡谷，平

坝地甚少。黑水河流域之松新及县城所在地是两个大的山间盆地，后者

较大，也只有十余平方公里，是本县水稻、小麦的主产区。黑水河下游

约15公里河段及黑水河河口以上金沙江谷地较开阔，海拔在600米至1600

米间。有长达10公里，宽2—3公里的数级河流阶地和较坦缓的剥蚀面，

是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中、低山区主要分布着森林，草

场，是本县玉米、薯类等杂粮及生漆，干鲜水果的主要产区。黑水河是

境内的主要河流。发源于昭觉县，经普格县入境，过葫芦口入金沙江，

境内流程71公里。碧跻河，龙洞河等河沟由西向东注进黑水河，松新河，

‘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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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河等由东向西汇入黑水河，骑骡沟、支鲁河等由西向东流归金沙

江，构成了境内三大树枝状水系， “枝”繁而短小，多呈“V”型河

谷口自然落差均甚大，水力资源蕴藏丰富·

土壤以红壤为主。有明显的垂直分带现象。由低到高；分布着红壤

(燥红土、紫泥)，山地棕色森林土(山地黄棕壤、山地灰棕壤)和紫

色土(灰棕紫泥)。目前河流阶地为侵蚀沟严重分割，表土流失，农田

常遭破坏。县城以东地区(龙湾庙至官村子一带)，岩石极为松碎，重

力构造频繁，地表剥蚀风化作用强烈。每逢雨季促成大量泥石流向下奔

袭，造成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威胁着农田、公路和住宅。

． 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属康滇地轴(台背斜)东缘折皱带。以近南北

向、纵向、高角度冲断层为主，成组出现，北西，北东向和东西向横断

层次之。后者往往截断前者，形成“截”切构造。近千年来，区内地震

活动频繁而强烈，但震中多不在县内，只是屡有强度不同的影n向。经专

业部门确定为八度烈度区。地震活动强烈区在黑水河至东川一带。最近

的一次大地震发生在一八五。年(据民间《万氏年庚》载。 “⋯⋯；山

塌地裂，庙宇，房屋一概倒塌，披地打死者数干余人。‘⋯o eo’：Jp)。本区

系二活动性不同过渡地块，在沉积上具有海侵边沿地带的特点。大火

山，老君山为强烈上升的年青山系，东部金沙江河谷为此上升过程的相

对下降地区，断裂仍在活动。境内地热资源较丰富。仅涌流地表的温

泉，水温高者竞可达100。C左右，有待开发利用。地层出露自太古代至

新生代。前震旦系昆阳统、澄江统仅见于骑骡沟背斜轴部处，古生代、

中生代、新生代地层广泛分布全县及金沙江一带，惟泥盆、石炭系地层

局部缺失。主要岩层有石英岩，页岩，片岩，砂岩、石灰岩等。宁南一

带因岩浆分异后期热液作用而多金属矿床。主要矿藏(已知的)有，

铁、铜、铅、锌，另有石灰石，重晶石，优质光学水晶石等，成片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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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多零星而分散·

宁南县的古气候是炎热而潮湿的。一九七五年在境内披惠公社坛罐

窑(海拔1100米)塌坡土中发现的一对古“东方剑齿象"臼齿化石。(已经

．专家鉴定确认)，和石梨公社发现的大量大阔叶植物化石(仅不完整的

叶面直径就在200毫米以上)都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见，100万年前的

宁南乃是一片湖沼相连，热带原始森林密布的地方。+上百万年来的沧桑

巨变，也使宁南的气候变得面目全非。今天的县内气候，山区与谷地差

别甚大。县城附近海拔一千米左右的宽谷盆地，年平均气温为19．3。C。。

最热月(七月)份，平均气温25．2。C，最冷月(一月)份，平均气温10．9 oC。

极端最低温可降至一3．1 oC，但这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年份都不

到0 oC，而多大于或等于10。C。最高气温可接近40。C。活动积温为

6451．4。C。全年日照时数达2268．6小时，光热条件十分优越。日平均气

温稳定通过12℃的日数概率·三月上旬为80％，中旬99％。全年无霜期

平均321天，是全州最热的一个县。金沙江河谷因地势低下，热量更为

丰富。极端最低气温在2。C以上，为一无霜区，是省内发展热带作物较

为有利的地区之一。境内从高山到谷地共分布着三个气候带t (1)冬

季寒冷气候。植被以高山草原带为主，夹杂着部份灌木及疏林地。 (2)

冬干暖温带气候。分布着高山针叶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耐寒科作物

耕作带。是本县森林的主要分布区。(3)南亚热带气候。生长着香蕉、

番木瓜，紫胶，攀枝花、黄桷树等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分布着浅根作物

耕作带。显示了突出的立体气候及多类型气候特征和植被明显的垂直分

带现象。这里，昙花四季常开，不时并蒂齐放，在省内亦为罕见的。夏

秋两季本县受孟加拉湾和西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雨量充沛。四季不

明显，雨旱季分明。既有旱雨季分明等季风高原型气候的特征，又有冬

暖夏凉，四季不甚明显等低纬度亚热带西段气候的特点。县城附近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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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雨量958．1毫米。90％以上集中在6至9月的四个月中，剩余雨量分布

在11月至次年的4月内。降雨量最少的三月份仅8．7毫米。金沙江谷地降

雨量较少，只有600余毫米。雨季中有较明显的暴雨和伏旱天气，最大日

暴雨量达106．5毫米。冬，春两季受西风气流和西北气流的影响。气候干

燥，常有寒潮天气出现。金沙江谷地，冬，春干旱尤为严重·盛行大

风，吹蚀农田、表土，侵害作物。为抵御干旱，治理风沙，已建成一定

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沿江营造成功六公里长的防风、防沙林带，已开

始对局部小气候产生影响·

(三)经济概况 ，

一九八。年全县农业生产总值2573万元，为一九四九年的4．4倍。其

中。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产值为1285万元，占农盐总产值的

49．9％。工业生产总值907万元。社队企业总产值277万元。

农业。现有耕地17．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水田5．3万亩，旱地

12．5万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30％和70％。以生产粮食为主。水稻和玉

米是主要粮食作物，分别占粮食总产量的42．2％和36％，其次是小麦，

薯类和豆类。经济作物以甘蔗为主，花生、油菜籽次之。中、低山区出

产油桐，生漆，花椒等·甘蔗，桑蚕、油茶是本县发展的主要骨干项

目。甘蔗，桑蚕，生猪在本县经济中占主要优势。土产尚有蓑草，中药

材，木耳，碗糖。中药材储量较大。蓑草年产近400万斤。

境内水源比较丰富。解放前由于缺乏水利设施，多数农田灌溉困

难。“二半山区”“雷响田力居多。部份地方人，畜饮水亦感困难。建

国以来狠抓了水利建设。至一九八。年底，已建成中，小型水库15座，

山平塘298个，塘．库总容量2850万立方米，开挖沟渠841条，建成固定

机电排灌站1l座。有效灌溉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1．2万亩增至8．2万亩，

增长近六倍。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因由一九四九年的0．6万亩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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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亩，增长亦近六倍。保荒面积6．58万亩，实灌面积达8万亩。正在修

建的竹寿水库，库容113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使竹寿区的六个公社受

益，共增灌3．5万亩。该项工程已完成施工公路80公里，工程量最大的水

子树隧洞，全长2855米，已全部贯通：

县示范农场一个，农科站一所、种子站一座，公社农科站9个。生产

队农技组263个，农技员330人，试验田608亩。对发展本县农业，推广优

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一九八。年全县粮食总产10345万斤，为一九四九年的3．5倍。全县

农业人口人平产量825斤。全年种植。水稻4．89万亩，平均亩产881斤，玉

米6．2万亩，平均亩产534斤，小麦3．76万亩，平均亩产301斤，薯类2．2

万亩，平均亩产422斤，甘蔗l：54万亩，平均亩产9004斤，油料0．66万

亩，平均亩产149斤。．年底牲畜存栏，牛2．4万头，羊10．1万只，毛

猪10．5万头·出肥4．3万头。全县24个公社均有兽医站。有公社畜牧兽医

员79入。社员平均口粮621斤，人平现金分配108元。全县个人存款总额

76．4万元·．森林覆盖面积占总面积的21．79％，木材总蓄积量约267万多

立方米。主要树种有云南松，华山松，余有木麻黄，桉树，银桦等，大

多分布于1500米至2500米山地。经济林木有油桐，漆树，花椒、果树，

紫胶，桑树等。干果有核桃、板栗·水果有广柑、香蕉等。境内有熊，

獐等少量野生动物。本县油桐籽平均出油率在37％左右，最高达38．2％，

超过全省油桐的平均出油率5％以上，油质好，年产117．5万余斤．桑蚕

年可养四季，极有发展前途。甘蔗无论亩产量或含糖率均居省内前列，

为本省发展蔗糖生产的基地之一·‘
’

、

解放前，本县盛产鸦片烟、自蜡虫，元麻、棉花、青油，自油(即

菜油，猪油)，远销叙府，嘉州，东川，昆明各地。品质好，声誉高。

解放后，除鸦片禁种外，元麻已不再为本县的重要经济作物，自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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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则巳在绝大部份地区失种·

二o’少量河谷平坝地已开始施行机耕．全县农用汽车19部，拖拉机166

台，‘1推土机6台，水轮机、水轮泵共248台，农机总动力近1．3万匹马力·

一九八O年全县兴建沼气池1270口·

’‘，’工业i’轻工业为本县的主体工业·州、县，公社各级厂矿企业共62

个，年总产值为1310万元，是解放初期的近60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

产值中所占比例，已由3．6％上升到34％。州、县属糖厂各一座。日榨能力

均为500吨。年共产白糖7656嘣g，酒精300吨。白酒594吨。年总产值761．3

万元。县水泥厂年产水泥6干吨，产值30万元。县砖瓦厂年产砖300--500

万匹，产值9—15万元。县选矿厂年产矿砂178．7吨，产值14．85万元。另

有农机修造，水电、印刷等厂。全民厂矿年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3％，

集体占17％。一九八。年县属工业生产总值907．5万元。其中轻工业

产值717．5万元，占工业总值的79％，重工业产值190万元，占工业总值

的21_％。解放前，全县无一台机械加工设备，只有几家小手工业作坊。

一九八。年底已有各类金属加工设备158台，动力机械总动力近1万千

瓦。一座县属1200绪缫丝厂正在兴建中。

水电。全县水力蕴藏量11．67万千瓦。规划开发3．74万千瓦。已开发

4135千瓦。县、社、队三级小型水电站共223座，实际装机4825千瓦，年

发电量707万度。用电生产队数为生产队总数的68．7％。

’交通：一九五八年前全县不通公路，运输靠肩挑背负、畜力驮运。一

九五八年来，先后建成主干公路(西昌至巧家过境段)77公里，农村简

易公路420公里，蔗区便道317公里。20个公社，共71个大队，123个生产

队通公路。分别占社、队总数的83．3％、60％、14％。西——巧公路纵贯

全境，．是本县的交通主动脉。该公路在我县之段有桥梁12座，总长457．6

米，，涵N214道，雨季常因泥石流，滑坡、塌方阻断。华弹渡口所有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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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铁史U两艘，连接华弹和巧家，是宁——巧公路的n因喉。洪水季节会因天

然码头淹没中断。区外公路连通普格、西昌、布拖、巧家、会东各县。

全县汽车105辆。

商业：解放前尽管交通闭塞，但因物产较为丰富，彝，汉通商往来

连绵不断，人挑畜运也曾繁极一时，远达叙府(今宜宾)、嘉州(今乐

山)，东川、昆明各地。 (据《巧家县志稿》记载；黄草坪属江外六城

坝毗连凉山，为汉、彝通商之要地。盛产山货、药材，牛羊皮、自油，

麝香，杉木亦多，每年输出甚钜。入口为食盐、布匹。每年仅经巧家一

地转运出去的宁南县农货土产即达t元麻四万余斤，白、清油共二十余

万斤，桐油十余万斤，杉树寿木一百余付。’)一年一度的“烟会"(鸦

片烟会)，“虫会"(白蜡虫会)，“花会矽(棉花会)的贸易盛况已

无文字资料可查。可见，本县历史上的商业贸易活动已具相当规模。解

放后，逐步建立并扩大了食品，副食品，百货等公司，供销社，物资局

等机构。农村有定期集市贸易地·县，区、社商业系统已成网络。一九

八。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699．15万元，为一九五二年的27倍多。

(四)文教卫生事业 。·

教育：建国初期，全县仅初级中学一所，在校学生32人，小学28

所，在校学生1050人。一九八。年发展到全日制中学5所(完中2所)，

在校学生4226人，小学184所(完小67所)，在校学生20702人。中，小

学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解放初期的132倍和19．7倍。解放前彝族人民中无

大，中、小学生。现在不但有了自己的高、初中毕业生，也有了自己的

中专生和大学生。全县现有民族小学：县小一所、公社完小8所、村小57

所。在校学生·彝族2496人，布依族(仲家)141人。县完中设有民族

班。

文化，体育。县有文化馆，图书室，阅览室、工人俱乐部、新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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