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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阳朔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行《阳朔县地名志》的通知

(不另行文)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改

变。由于历史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
。

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好，用字不当或用土俗字；有的地图上名称与

实地不符。特另!『是。十年动乱一期间，大搞地名搿一片红一，更增加

了地名的混乱。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 0 5号文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我县

于1981年成立了地名委员会，并于1982年元月至9月进行历史上第

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整理出比较完整的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接着对

地名普查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核查、考证、补充，编写出《阳朔县地名

志》，经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印行。

《阳朔县地名志》对继承我县地名历史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有着重要意义。它反映了我县历史、民族、经济、文化状况，是一

本具有法定性的工具书，是国家地名资料档案的一部分。今后凡使用

我县地名，必须以县地名志为准。

阳朔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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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县地名志》是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的统一布置，在本县地名普查成果

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是一本重要的工具书。
。 中共阳朔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对本书编写工作非常重视，县政府领导分工

副县长唐锡兴同志主管这一工作。在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的基础上，加强了力量，组成《阳

朔县地名志》编写班子，于1 9 8 2年1 0月初开始工作，11月底完成送审稿，经1 9 8 8

年元月自治区在我县召开的地名工作会议鉴定，7月交付排印。 一

本书编写时，对地名普查成果中的1 3 0 5条地名(不含废村)，全面进行复核，另外

增加了部分风景点，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地名4 7条，共收入地名l 8 5 2条。农，

林，水、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及各公社(镇)的有关资料，，均经有关单位

核实，人口，户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数据均采自1 9 8 1年年报，只作了个别校正，

林业数据采自1 9 7 9年林业普查资料，水文资料由阳朔水文站提供。

本书按地名工作要求，对不是独立存在，没有方位意义的地名，一般不收入，如驻阳朔

镇及各圩镇的县、社直属单位绝大部分没有收入。已建地名卡片的废村名未收入正文，另

列表附后。

本书正文采取条目分述形式，每个条目内容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别名、方位，现

状，名称来历，含义及更替。为便于防洪抗灾，漓江沿岸的圩镇、自然村，均在该条目内容

中增注了其起淹水位。

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及更替，通过民间采访素材和查阅有关典籍、碑文、资料，对有

理有据者加以肯定，民间流传久远，而又较合情理者加以保留，众说不一者，则取其中较合

理的说法。’

书中地名名称，原则上用全称，为节省篇幅，对重复出现次数较多的通称部分则用简

称，如“X X人民公社"和“公社管理委员会’’，分别简称“X X公社’’和盔公社黟，“X

。X大队管理委员会一简称。大队部一。按地名工作有关规定，本书内容中凡《现代汉语词

典》和《新华字典》中未收入的字(首字)，均避而不用，或用同音字代替，仅“崴’’．

(dan)搿雇，，(e)二字因已报请收入词(字)典，故照用。计量单位均用平方公里，

公里、平方米、米，亩，纪年用公元，或年号加注公元。方位：公社以全县范围定方位，

县，社驻地定距离，大队以公社范围定方位，社、队驻地定距离，自然村以大队定方位，其

余各类地名则以县城定方位、距离。地形。大队以上的，按本级行政区划范围定。此外自然

村则注其所处位置特征。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

为方便读者查阅，地名条目均按类别排列。一、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县、公社，大队、

自然村，二，风景点和名胜古迹：县内各著名风景点，古遗址，古建筑，古寺庙，古桥I

三-纪念地和人工建筑物：纪念地、桥梁，水库I四、自然地理实体。山(岭)、山I：I(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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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归入山口，但阳朔各地群众所说的危，系指牛轭状山路，有三种情况均称，一是山口，二

是两山对峙，中亘一坳，前后开阔，三是横山道或滨江横山道，后二种本书均归入山口类)、

山洞、河、泉，水潭，沙洲、地片(崴)I五、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t行政、事业、企业

单位、码头、渡口I其中水库库容1 0 o万立方米以上的列入条目，库容1 0万立方米以上

的，分别归入所在公社，大队条目中加以简述，库容不足i 0万立方米的，则未予记载。

本书附有县行政区划图，县历史行政区划图各i幅，阳朔镇街道图1幅，县城历史街道

图2幅，各公社地名图(含圩镇街道示意图)9幅，全县和县城风景点示意图各i幅。插有

彩色照片4 3幅，黑白照片2幅，以风景点照片为主。为便于查阅，除书前有目录外，书末

附有首字笔划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原用地名和标准地名对照表、古今地名对照表。还

附有地名考证资料、阳朔石刻，以便读者考据。本书地图中所标注的公社、大队界线，仅供

读者了解各行政区划规模，不能以此作为划界的依据· i

。

?7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本县各有关

部门和各方面人士给予了大力支持，谨表谢意。

编写和刊印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加上许

多有关资料现已失传，加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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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县地名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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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优美、举世闻名的阳朔县位于厂西 复o 1949牛11月22 H_饯甲图人民胼双军呆雷

止族自治区东北部，秀丽的漓江中上游贯穿 经激战后全歼县城守敌，解放阳朔。此后，

垒境。。地处东：经11时137--110。407，北纬 阳朔隶属桂林地区。1981年7月1日起划归

24738‘一25。047。东与恭城、平乐县交界， 桂林市辖。

南与荔浦县相邻，，西与临桂、永福县接壤， 一县内地势以东北部和西南部较高，属土

北与灵川县，桂林市毗连。县人民政府驻地 山地带，约占全县总面积44％，自西北贯穿

阳朔镇i位于东经110。297，北纬24。467。 东南的宽阔地带属岩溶地貌，约占全县总面

总面积1428．38平方公里(其中石山 ‘积56％。其间石灰岩质孤峰林立i海拔在

513．66平方公里，水面24．56平方公里)。耕 200—500米之间，相对高嚏50一--300米，主

地302371亩，其中水田201386亩，旱地 要分布于漓江和遇龙河流域。县城平均海拔

100985亩。1981年底全县人r．J 253997人， 111米。岩溶谷地田畴平坦，是县内主要农

乓中汉族224549人，占88．4％，少数民族中 业耕作区；

比族27739人，瑶族1451人，，苗，回，侗共
‘

县内主要山脉有两支：东北部的海阳山

258人，共占11．6％。辖9个公社．1个公 (又名东瑶山)系，自桂林市东南逶迤而

}土级镇，104个太队，1个街道居民委员会， 来，延向平乐县，绵亘于灵川，阳朔、恭城

}62个自然村。 。，
． 三县之间，在县境内部分主要分布于兴坪、；

据文物普查祝步资料，阳朔境内在新石 福利公社，最高峰是嵩坪龙，海拔1701米，

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白沙公社的一个洞穴 为县内最高点。西南部的架桥岭(又名西瑶

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人类用过的打制石器和 山)，自临桂县南行，经永福，阳朔二县边

夹砂陶片，以及食用后丢弃堆积的螺壳等 境至荔浦县西南部，在本县境内部份分布于

纫j。秦朝属桂林郡；西汉属始安县地，东汉 金宝公社，最高峰木弯岭，海拔1394米。

嚼始安侯国地，三国属吴的尚安县，晋属熙 县内主要河流有漓江(桂江)，以及漓

乎县(县署旧址在今兴坪圩后狮子崴)，隋 江的支流大源河、田家河，金宝河，遇龙{可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县治迁阳朔镇，县署 等。漓江经桂林市草坪公社入境，自西北向

衙建羊角山下l以“羊角，，二字谐音，改县 东南斜贯全县，流经杨堤，兴坪，。城关，阳

名为阳朔，“阳朔，，之称始于此，唐武德四 朔镇、福利，普益等公社，从普益公社流入

年(公元621年)分置归义县(故址在今自沙 平乐县境，境内江段长69公里。福利公社夏

公社旧县村西北侧)，贞观元年(公元 村大队矮山村边小溪旁有一处温泉(土名热

527年)复并入阳朔县，至今未变。1944年11 水井)，水温33℃·

月2日(农历甲申9．月17日)被日本帝国主 ‘本县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

义侵占，沦陷时近一年，1945年7月中旬光 沛。多年年平均气温19℃，1月份平均气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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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28．1℃，日最高气温38．9℃。多年平均 办，近年有所发展。目前全县共有社队企业

年降雨量1647公厘。年平均日照时数1548]J、 168个，从事社队企业的劳动力2203人，崽

时。年无霜期302天左右，宜于农作物生长， 产值为294．4万元。

一年之内可2熟和3熟。但一年之内降雨量 农业发展较快。解放前，耕作技术港

不均匀，多集中在4—7月，5、6月份暴‘ 后，涝，旱，风，虫、病等灾害频繁，粮食
发数次山洪：常对江河沿岸农作物和水利设 亩产较高年份也只有274斤(1932年)，农民
施造成威胁和损失，8月份以后降雨量显著 靠天吃饭，无所作为。
减少，．往往出现秋旱。隆冬不甚寒，极少降 阳朔县有着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境内

雪。一!．s．：。． 河流纵横，水量充沛。漓江贯穿全县，金宝
县内地表嚣头的矿产资源有t铅锌矿、 河、遇龙河、大源河，山高水陡，宜于灌汩

锕矿、锑矿、汞矿、铁矿，锰矿、铝土矿， 和发电。这些优越的条件，解放前很少开发

重晶石，大理石等矿种。铅锌矿主要产于兴 利用。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县建成大小水嗣

坪公社境内的老厂，五家瑶、崩山、鸡笼山， 工程2326处，其中中型水库2处，小(I)型办
咸水等地。已初步探明的老厂铅锌矿，矿 库9处，蓄水总库容6868万立方米，正常引办
石储量较大(远景储量金属量在50万吨以 流量每秒12．2立方米，机电提灌9226马力，
上)，地质品位较高(平均品位在7％左右， 总有效灌溉面积达197550亩，其中保灌面移
单样品位含锌高达62％，含铅高达86％)， 171850亩，为解放初期5．7r万亩保水田的3侣
矿体易采易选。1958年由县办开采，后因选 多。县园艺场自1981年起使用喷灌栽树青
厂废水污染问题，于1979年停办。重晶石矿 苗，经济效益很好。其它方面的农田基本趸
主要分布在城关公社，大理石主要分布在白 设。如造田造地，排灌分家、深耕改土、鞋
沙公社，现在均由社队开采。其它矿产品尚 洪排涝等也都取得一定成绩·小农电建设脚
待开发利用。 无到有，全县水电装机容量已达3139．5：f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瓦，1981年发电270万度。 、

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剥削，．阳朔县经济萧 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农业科学拱

条，民不聊生，农业生产落后，工业仅有少 术的发展，本县农业技术力量逐渐壮大，剩

数手工作坊。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学种田逐渐普及。现从县到公社已初步建立

下，人民当家作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起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县农业局设立有农皿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技术中心推广站，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i

工业从小到大，县办企业已有20个，集 肥工作站、种子站、病虫测报站等等·全鲁

体所有制企业12个，主要有电力，机械，建 各公社建立了9个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办办

材，森林，印刷、铡糖，食品加工、工艺美术， 稻良种繁殖场一个、经济作物场一个，农蝴

纺织，缝纫等工业，其中以本县原料制作的 机械也有一定数量，全县有农用汽车15辆，

朱泥陶茶具是出口主要品种，获轻工部全国 大，中型拖拉机1039台。各种内燃机130 4

同类产品评比第二名，仿唐三彩，车木工艺 台，农用动力达到37097马力。1981年全昙

制品等深受外商欢迎，阳朔桂花浸膏也是热 农业总产值达5276．63万元，粮食总产1652{

门货，供不应求。1981年工业总产值1855万 万斤，创历史最高纪录，比1949年粮食总户

元，相当于解放初期1950年工业总产值67．2 6246万斤增长164．55％。花生、芝麻油料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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