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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反映客观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人们进行交往的必要

‘工具之一。随着社会进化，地名也不断发展和进化。我县地名，与其他地方大体相似，也来

自长期的民间积累，又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更替变换，给地名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

名，同音、错位、错字、别字，有的地名因长期讹传，改变了原有含义l有的地名使用的

字，。生僻臆造，难写难记t有的地名封建意识浓厚，全县有部分大队(村)是以序数命名I

特别在“文革"时期，大搞地名“一遍红移，更是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

人民群众的日常事务，都带来了不便。这种状况确需要及时改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搿四

化力建设的需要，我县根据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精神，在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指导和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至一九／k-'-年三月止，历时一年零六个月时间，

完成了全县地名的普查工作。

地名普查工作中，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本着尊重历

史，保持地名稳定，易写易读，反映地理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原则，对全县

706个重名和以序数为名的大队进行了更名、命名，同时以1 l 50000的地形图(1958——1960)

为基础，共普查了地名3905条，其中新增地名1961条，因有的地名消失而删去60条，纠正错

位12条，纠正原图上地名标注的错字544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

本地名录的文字资料，是来源于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仪陇县地图，是参照1 l 50000地形

图，缩制到l·10000而成的，其图上标注了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名，收

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85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村)以上行政单位及

驻地、自然村，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一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文物古迹等名

称390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名称来源含义等作了

简要的说明。

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工作做得细致，调查较深入，资料较系统，是较好的

基础材料。．今后使用我县地名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凡涉及到地名更

名，命名时，务必经本办公室办理应办事务，再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后，始能生效。

本《地名录》使用的数字，来源于1979年底的统计年报资料，公社、大队数为1980年地

名普查实数。

仪陇县地名领导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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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陇‘县概况

仪陇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地跨东经106。13，至106。52，，北纬731·11，至3l·39j．东

邻平昌县，南依蓬安，营山县，西靠南部，阆中县，北接巴中县地。幅员约1691-习z方公里．

辖10#-x、68个公社，2个社级镇；845个生产大队，5647％生产队，193927户，827400多

人。其中男约424900人，女约402600多人。总人口中的非农业人口为23600多人，除个别户

中有少数民族外，其余均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金城镇。距省会成都直线距离24l公里．，

历 史 沿 革

仪陇县历史悠久，西汉时属巴郡阆中地。据传，晋代在大仪山设羔羊县。因其大仪山之

坂，坂大日陇，故名仪陇。南朝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在今县城西南土门场设隆城郡，

仪陇县与郡同置。在今县城东南二龙场设大寅县，亦与郡同置。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在

今大罗公社设伏虞郡，并同时在郡治所在地设置宣汉县。西魏(公元535至556年)隆城郡，仪

陇县，大寅县仍保存，郡治，县治在一处。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分西魏的义安

郡，梁的伏虞郡划归蓬州。隆城郡仍置。伏虞郡由大罗池迁到今营山的安固场。义安郡，宣

汉县设大罗池。隆城郡划属蓬州，郡治设土门场。辖仪陇、大寅县，仪陇县治在土门场，大

寅县治在二龙场。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蓬州的伏虞，义安，隆城三郡和渠州的

景阳郡，合置为蓬州。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州，以宕渠、绥安二县属宕渠郡，仪

陇，大寅二县属巴西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分清化郡之安固、伏虞二县，巴西

郡之仪陇，大寅二县，宕渠郡之宕渠，汉安二县共六县合置蓬州，以安固县(今营山县安固

场)为州治。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仪陇设置方州(州治在今仪陇县金城山上)。

八年(公元625年)方州废，仪陇县还属蓬州。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仪陇县移治于金

城山腰，即今金城镇至今未改。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徒蓬州，州治于大寅县(今仪

陇县东南二龙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蓬州为汉安郡。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又

改蓬山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为蓬州。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大寅县改为蓬

池县，后省。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复置。县治在今仪陇县二龙场o

唐初在仪陇县大罗公社置伏虞县。，开元末，徒县治于今仪陇县二龙场(大寅公社)o北宋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省良山县入伏虞县。南宋理宗宝祜三年(1255年)蓬州州治移相如

县、县治今蓬安县锦屏公社东南燕山寨(今蓬安县河舒公社)·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

年)省蓬池，伏虞二县入仪陇县。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省仪陇县入蓬州，十三年(1380

年)复置。清嘉庆初、仪陇县属川北道顺府。民国元年(1912年)裁川北道，以府州直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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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二年(1913年)复道制，由道辖县。三年(1914年)改名为嘉陵道，仪陇县属之。

1932年lO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边区根据地转入川东北地区，于1933

年8月23日进军仪陇，随即成立了县、市、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当时，红军把仪陇县和邻

县的部分地区划成三个县苏。即仪陇县，长胜县，阆南县。仪陇县苏维埃政府设金城镇、辖

1市、ll区、52乡l长胜县苏维埃政府，当年设仪陇县立山场，次年迁往巴中县鼎山场，辖

8区，32乡，闽南县苏维埃政府，’设今阆中水观音，辖15区、67乡。红军在仪陇先后公布了

《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土地法．》，以及《公粮条例》等法规，

实行了土地改革，抗日宣传活动，并建立了地方武装，赤卫队18个营，3万多人和游击队5千

多人．o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表扬的张恩德同志就是这年参加红军的。红军在

仪陇经过较大的战斗30多次。此1935年2月至4月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先后撤离了仪陇守民国

二十四年(1935年)红军北上后，仪陇属第十一行政督察区。’

仪陇县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首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的故乡。1949年12月22日迎来了解放。1949年

属川北行政公署南充专区。1952年属四川省南充专区。1969年改为南充地区，仪陇县仍属

之。

1952年调整行政区、将响滩区的南风、黑水、响滩乡划归平昌县，将二龙(今大寅)区

的文殊乡划属营山县，将蓬安县的二道、复兴、双河(今双胜)，歧山、赛金、陇城(今新

城)等乡划入仪陇。1978年8月把南部县的新政、马桑(今果山)，三元(今银山)、平

头(今环山>公社和新政镇划入仪陇。

二、 自 然 条 件

仪陇县地处米仓山脉南缘的半山区地带，山脉走向大致是由东北向西南，构成了东北

高，西南低的地势。东面立山寨最高海拔793米，西南的新政坝最低，海拨310米。低山、中

浅丘约占总面积60％，海拨400至600米，相对高度50至200米。东面的蔡家攻，西面大仪

山，南面的老寨子等山，海拨均在700米左右。浅丘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相对高度100米许。

深丘之间有狭长小坝，如芝兰坝、荒草坝，新政坝等为水田区，耕地多分布在丘陵地带，丘

脊均不宜耕作。 -．。

。 ．土壤母质以侏罗系、少量白垩系、多紫色泥岩和黄灰色砂岩为主，结构疏松，保水力差，

易被冲刷。坝田多粘土夹粉砂，宜种稻麦。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地，多黄色粘土，旱时易

板结，下雨多泥泞。

全县河流短小，嘉陵江流经段仅15公里。另有溪流是仪陇河(流江发源)、绿水河、消

水河，均向东流入渠江。流经县境内总长193公里．沿河修有多处石河堰，拦河坝。在消水

河上游的两支流上，分别修了燎原电站和思德水库，充分利用有限的水源灌溉和发电。

我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5·7。C，最热7月，年平均降水最1173．8

毫米，主要集中在7、8月。无霜期299天。四季分明，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主要灾害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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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干旱、冰雹和大风，每年三至四月均有春早，五月下旬六月初夏旱达45天。7月下旬至8

月中旬有伏旱。冰雹出机率为77％，平均每年一至二次，主要出现在夏伏旱时候，最大雹粒

直径4．5公分。7级以上大风年平均20多次，春季较多。涝灾也有出现，最大日降雨量172．2

毫米。秋雨可长达60多天。

三、 经 济 状 况

农业。全县有耕地面积699861亩，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0．88亩。主产水稻，小麦，玉

米，红苕次之。粮食，1949年亩产288斤，到1979年上升到922斤。1979年粮食全县总产

54884万斤，人平分粮582斤。主要作物水稻306533亩，总产21126万斤。小麦333248亩，

总产11929斤。玉米20万亩，总产8459万斤。红苕184422亩，总产10887万斤(拆贸易粮计

算)。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油菜，花生。棉花1979年全县种111000亩，总产788．18万

斤。新政公社棉花连年高产，曾先后三次出席过全国棉花会议，1978年开始繁殖杂交棉花

制种。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产棉地区的代表曾两次到新政公社进行鉴定。蛾眉电影制片厂

还拍摄过电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全县油菜5@698亩，总产932．9万斤。花生7928亩，

总产260万斤。蚕桑生产发展较快，1949年全县总产仅19．07万斤，到1979年达到304万

斤。增长14．94倍。大仪公社1979年产茧8万多斤，为全县之冠。自蜡，年产14．36万斤，

复兴区年产5．5万多斤。畜牧业以养猪为主，1979年栏存生猪33．54万头，肥猪25．28万

头。全年农副业总产值12175万元，人平151元，bEl949年分别增长5．49倍和56．6％。水利

事业，建国以来共兴建水利大小工程6376处，总蓄水量为11905．2立方米，思德水库建于

1970年12月，可蓄水4200万方，配套后能灌溉柳垭、马鞍、永乐、复兴，大寅26个公社的农

田，农业机械全县总动力38891马力，平均百亩耕地有机械总动力5．52马力。

工业。建国前工业基础薄弱，仅有几家小铁匠铺，生产小农具。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工业发展了。现有农机修造一，二厂、印刷厂、剿丝厂，农药厂、铁工厂，

棉织厂，酒厂等。蚕丝能出口，农药厂的靠保棉丰"和铁工厂的“电度表"行销省内外。

197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576万元，比1949年的425万元增长了5倍多。

交通。建国前，仅有唐巴公路34·5公里长一段。交通不便，物资吞吐，靠人力肩挑背

驮。建国后，现有公路542公里，与周围邻县均通公路，做到了客，货畅通。县内各区、社

均通公路，其中有32社公每天通客车。同时在新政镇设有船运公司，有货船37只，总载量1267

吨。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工业的发展。

商业。建国前，仅有私人小店铺经营额极小。建国后，社会主义商业大发展，1949年全

县商业购销量3782万元，比1949年467万元增加了7倍。销售量达6177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

18．4倍。社会商品零售额5784万元，比1949年增长12．1倍。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额增长50．6

倍。为国家调销粮食1353万斤。食用植物油脂111．5万斤。非食用植物油脂83．34万斤。棉花

441．6万斤。肥猪5．6万头。对支援工业和城市人民生活，活跃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作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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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 教 卫 生

建国前，文教卫生事业较落后，全县仅有公私立初中2所，小学375所，女子初中1所，

初师1所，医院1所。建国后，教育事业发展较快，N1979年止，就有中学12所，中师1所，

小学1331所，教职员：：124882人，在校学生159284人，其中，中学生28080人。文化事业，建

国前，没有影剧院。现有川剧团1个，木偶剧团1个，电影院7个，电影放映队41个，有线广

播站69个。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管理昕，全县还有公社文化站7个。尤以木偶剧历

史悠久，早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就有了，并具有一定的特色，木偶一般身高2米多，脸、

口、眉、眼、鼻均可作传情活动。1955年至1957年曾两次参加了在北京的全国木偶调演，197 8

年部分节目曾拍成彩色电视片，在全国播映，1980年《四川画报》大量篇幅刊登了该木偶的

彩色剧照，同年lO月联合国科教文组主办的《亚洲文化》还刊登了该团演出的《白蛇传》

中的《驾舟寻夫》的剧照。这个剧团常活动在川北一带，群众非常欢迎。卫生事业发展较

快，1949年全县除少许个体中医外，县城仅有一个私人开业的医院，仅有病床6张，卫技人

员4人。建国后，政府设立了领导机构，到1979年全县共有医院8l所，病床1061张，卫技人

员947人，还有乡村医疗站740个，医务人员1153人。县上建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加

强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防疫工作的领导，使发病率逐年下降。在县医院开

办了护士班，在马鞍场开办了卫生学校，为营、蓬、仪三县培训了卫生人员。

五、 文 物 古 迹

文物古迹。县内有享有盛名的八景，即； “方州夜月"、“天桥圣水"，“峰峦烟

雨"，“古楼晓云’’、“抱扑遗踪，，、“茶房古洞’’，“立山雾雨”、“大仪叠翠"，还有

纪念宋状元李协恭修建的牌坊，以及西寺铜佛等。这些珍贵文物、古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里，管理不善年久失修，加之“文化革命"的破坏，几乎全部遭摧毁。现仅存的革命遗址和

革命纪念地还有20余处。在金城镇有川陕省仪陇县苏维埃政府，仪陇县、市苏维埃政府，川

陕省仪陇县保卫局，革命法庭，军区指挥部遗址和朱德同志曾教过书的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旧

址等。在立山场有川陕省长胜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革命法庭，军区指挥部遗址等。在马

鞍公社有朱德同志诞生地，朱德同志故居、朱德同志幼年读过书的药铺垭，席家编私塾旧址

和朱德同志父母旧居等。在马鞍场头有“朱德故里”纪念碑。马鞍中学有朱德同志题词纪念

碑。在周河公社有朱德同志的父亲朱世林之墓，墓碑刻记了朱德同志早年在护国军、靖国军

中从事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功伟绩。在恩德公社有张思德同志的诞生地旧址和其养母刘光友

之墓。

古迹和古遗址有： “奎星阁"，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建在县城南小山头上，现显得金

碧辉煌，绚丽壮观， “白塔"是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建，系砖石结构，高12丈，内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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