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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西丽冒

姚安县地名志
(内 部 资 料)

姚安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三年三月



姚安县人民政府文件

姚政发(I 9 8 4)5 3号

关于颁发《姚安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公所(栋川镇)、乡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公司：

地名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与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的部份地名在历

史演变，民族迁徒过程中变化较大，出现了许多一地多名，异地同名、译音不准，书写不统

一⋯⋯等不规范现象，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大搞地名一片红，许多

区乡名称和村名被任意更改和书写，造成了地名的混乱，为害极大。为了四化建设的需要，

搞好地名清理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至为重要。

为了迅速实现地名标准化，县地名领导小组，地名普查办公室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普

查若干问题规定》及《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对全县11个区(镇)进行了全面普

查。在普查取得四项成果的基础上。按《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于19 83年

3月至1984年7月编写了《云南省姚安县地名志》，现予批准出版，颁发实施。自文到之

日起凡公私邮件，单位印鉴，街牌、村牌等，只能按法定的标准地名书写，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得随意更改。今后若需要更改的地名，必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各一。

姚安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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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地名，是区别地域的指称，为沟通国内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国标交往，保证人们正常生活．

工作、学习和科研活动的重要工具。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标准化，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都有密切关系。它具有音．形、义，位四种特征，为人们使用提供了方便。有史以来，由于多种原
因，造成了我县地名的称谓，书写的极不统一，给各方面的工作和生活交往带来不便。经过地名普查

工作，结束了我县过去地名中的混乱现象。
在我县地名普查取得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编写了

《姚安县地名志》。它是地名普查主要成果之一，是地方志的组成部份，是一本重要的地名工具书。
于1983年3月开始编写至1984年7月底完稿。

本书共编列l l 70条地名，对其中行政区划名称89条，自然村850条，企事业单位45条，

人工建筑物7 8条，名胜古迹6条，自然地理实体9 2条，地片lO条。全面认真地进行了复核，涉

及有关单位的资料，均经核实。姚安县概况中的人口，户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各项数据取
用l 982年统计数字。

本书集录的地名，采取表列式，录取要素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简注等栏目。注有

别名、方位、名称来历、含义及演变，对户数、人口，族别，耕地等也作了简述。
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演变，通过采访，查阅、考证有关史料，碑文、座谈。对有理有据者加以

肯定，合情合理的、健康的则于保留；对不利民族团结的，含义不好的进行更名。

计量单位均用“统一公制计量中文名称”。水库：库容在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写有文字概况，

10万立方米以上的分别列入本书加以简注，10万立方米以下按规定不普查，因而未列入。

本书地图中所标注的境界线，只供了解行政区划规模，不作划界依据。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本书除按隶属关系和分类排列正文外，在附录中编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地名首字音序索引》、《新命名、更名地名表》，《新旧地名对照表》。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州地名办公室的指导帮助，送审稿经县委、人大常委、政府领导审阅，

及本县有关单位，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参加编纂本志人员有陈之文，向家栋，孙文华，陈正兴、刘洪轩等同志。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经验，本志在内容，译写、编排，核对中难免存在缺点，错误，恳请批
评指正。

姚安县人民政府地各办公室
—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姚安县概况
姚安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北，距省会昆明行程269公里。总面积l 7 03平方公里，东靠牟定，

南接南华，西邻大理州祥云县，北连大姚向现辖11个区(镇)，77个乡(镇)，有8 50个自然村(包

括村、片村、街、巷、路、农点)，l 208个生产队，34 166户，l 76l 31人， (其中非农业人El
7353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 3．5人，有汉，彝、回等16个民族居住。全县汉族人口142398

占总人口的8 0．78％少数民族人口3 3875人，占总人El的l 9·2 2％，其中彝族3 2961人，占

总人口的18．69％；回族807人，占总人口的0·45％，驻地栋川镇府前街。

《姚州志》载： “姚安”为古滇国地，汉兴始置丰弄栋县，因其地多生长桥栋木得名。三国蜀，

南、北朝建制均无变更，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 1年)，以其地民多姓姚，因置姚州都督府，始有

“姚”之称。唐南诏为卡弄栋节度，宋大理为楞栋府。元文宗天历间，取乱极思治，长治久安之意，置

姚安路军民总管．据此乃“安”字之由。又《大姚县志》载：姚安乃姚姓所安，考晋明帝二年(公
元32 4年)李骧侵越晶(西)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岳击之，战于堂琅，骧兵大败。堂琅今赤石崖
平川地。岳不穷追而归，故此地为姚姓所安也。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为姚安军民府，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罢姚安府删隶楚雄府，民国三年改姚安县。1946年至1949年
属云南省第八行政专员公署，署设姚安县，解放后l 95 0年1月1日成立姚安县人民政府，属楚雄

专区。
清末为一区八乡，民国初期辖九区五十一乡(镇)，1949年辖十六乡(镇) (栋川镇，烟萝乡、

文龙乡，蛉源乡、涟水乡、洋派镇、稽肃乡、龙岗镇、光禄镇，启明乡、前场镇、文峰乡．弥兴镇．

普溯镇、锁北乡、怀远乡)，1950年设l O个区(城区、龙岗．光禄、启明．文峰、稽肃．锁北，

前场，弥兴、普i|l})，1951年并为六个区，1953年增设第七区，l 957年撤区分设22个乡，1958

年并入大姚县为栋川区，辖4个公社， 196 1年恢复姚安县，调整为5社， 1965年为7社，1 973

年为l 2社， 19 81年为l 2社(镇)，9 8个大队，1 983年为5个区，33个乡(镇)，l 98 4年为11

个区(镇)，7 7个乡(镇)。1958年划出普潮隶大理州祥云县，1954年划出横山，将军，叭腊、
锁北，白鹤，芦川、石关7个乡隶大姚县，划出岔河、中屯隶牟定县，同时划入大姚县的班刘、后

营．吴海3个乡和南华县的太吉等5个自然村。

地形：南北走向，地势南高北低，东西最长64公里，南北最宽48公里，坝区微显倾斜，四

壁崇山修谷，平畴广川。地形分为三类。坝区：中部有姚安平坝，驻仁和、大龙口、龙岗、光禄、
栋川四区—镇，坝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0．3％，县驻地海拔1869米，高差3—5

米；西部有官屯、马游，弥兴等盆地，官屯、弥兴二区属半山区，中心海拔l 870米至195 O米，

面积约47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7．7％；山区分布在县境南部的太平，西部的大河口，左门及

东部的前场，适中五个区，面积8 7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2％，平均海拔19 20米。

气候：属北亚热带，冬干夏湿气候，年平均温15·2。C，年最高均温22·3。C。最低均温
O．3。C，年积温558 2．5。C，日照充足，年平均2488小时，无霜期232天。雨量：年平均雨量

767毫米，1973年高达960．1毫米，最少是1960年507·3毫米，总的气候特点是：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但遇晚霜冻、倒春寒，冬春旱和雨季时有插花性干旱和暴洪，对农作物仍有较大的

危害。

全县耕地以1982年末统计有18 9174亩，占总面积的7·03％，人均l·08亩，其中水田

I 4l 65亩，人均0·80亩，旱地4 79a7亩，林地面积13 396．97亩，占全县总面积52·44％

(其中成材林59347亩)。水库l 2823亩，占总面积O·02‰荒山草坡874870亩，占总面积
34·24％。

经济以农业为主，三十三年来发展得很快。1952年粮食总产量6790万斤，1982年为l 373622

万斤，增长了一倍多；工业有了发展，有县级厂矿19个。乡镇企业191个，1982年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3 774·44万元，人均2 l 4元。

工业：解放前只有几家小染织纺。建国以来从无到有，逐步兴办。1 952年工业总产值84·70

万元，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农具、建材，机械、麻纺织厂l 9个，

l 982年工业总产值达1 1 03066万元，比1952年增长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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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丰寺建于明永乐二年，永乐十七年移建县城南关西，距今已六百年历史，保护完

好，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保存有德化铭碑，高香映铜卧像及宋元木雕等珍贵
文物。

孙文华 摄



文峰塔建于1596年、塔高30米余，六方九级．每方，级有窗

孔，中宅每级有十字木架rJ『以攀登至顶。属县，州重点文物：

{

．1—月_1



农业：主产稻谷，豆，麦。经济作物有油菜籽，烤菸。1 982年粮食总产l 3 73 6．2 2万斤。

经济总收入2 670．8 4万元，人均16l元，人均产粮815斤，为三十三年来粮食高产年，单产
72 6斤。稻谷l 2 4 l lO亩，单产768斤，总产9 5 3 2万斤；蚕豆69 283亩，单产202斤，
总产1 400万斤小麦6l 458亩，单产243斤，总产l 495万斤。油菜籽l 4 5 3 0亩，单产
1 79斤，总产257·87万斤；烤菸18 487亩，单产312斤，总产577．73万斤。

水利设施：解放前全县仅有七坝(右所冲，洋派、石峡I：1，黄连箐、流海．弥兴、观音)十三

溯(大石，丰乐、地摩、乌鲁．当波院，洋派、长寿．地角，摩苴邑、小邑，黑坝、塔镜、伍舍邑)。
建国以来兴修了洋派．胡家山中型水库2个，小型水库7个，小(二)型水库(闸)5 9件，小坝
塘l 50 51阵，固定电机排灌站ll 4站。修建小水电站22个，机井3 2眼，蓄水池260个，人，畜
饮水管道47／米。建造了蓄，引，提、灌综合配套的弥兴大沟引水工程，这是我县水利建设史上规

模较大的工程。建国初全县只有蓄水量300万立方米，灌溉l 5 000亩，三十三年来，全县建设
了有效库容9 7，0 0万立方米，蓄水75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l 30700亩，稳产高产田1082 2 2

亩，旱涝保收面积增加，增强了抗灾能力，从根本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县有11个区(镇)，
77个乡(镇)8l 8个生产队通了电。增置各种农业机械动力37884匹马力，机耕面积57838
亩，条田6 9 5 0 l亩，供电60 6·29 63万度，化肥3722．1吨。

林业：造林是我县当务之急，对于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意义重大，农，林关系至为密切。多年

来林业政策多次波折，使森林蓄积量从1950年的409万立方米降为1980年的200万立方米，

复盖率由72·5％，下降为29·59％。据l 982年计林业用地l 777755亩，占总经营面积69．6％，

其中有林地756060亩。森林分布：用材林集中在一泡江，石者河上游的大河口，左门，适中；灌

木林．薪炭林集中蜻蛉河、改水河源头。姚安，官屯，弥兴三个坝子四周多为荒山。垂直分布：优
势树种海拔2000--220 0米为9云l栎，2200—2 400米为5云5栎，2 400—26 00米为9栎l

云，2600一2800米为栎类，280 0米以上为高山矮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业生产落实承包责任制，有了大幅度增长，全县三十五年累计造林
l 3 l万多亩，四旁植树4300多万株，经济林果6780亩，收入2007万元，主要品种有梨、桃，柿、

苹果．花红，柑桔、杏、李等。产核桃18852公斤。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艰苦奋斗，发
展林业是有希望的。

畜牧业： 1982年大牲畜4122l头，生猪存栏92 391头，羊57438只，随着农业的发展，促

进了畜牧业，又促进了农业生产。

副业：主要有草帽、竹器，草席编织和烧砖瓦、缝纫．扭棕绳、麻绳，麻线、采石采沙等，集

体和个体经营，l 982年副业总收入737·07万元。

渔业：现有水面1 28 2 3亩，水产养殖面积7057亩，占有水面积的55％，1982年鱼类总

产6 1700公斤，收入8l 100元，发展水产，前途可观。

土特产：前场、适中．左门，大河口等地产香菌、木耳，数质均优，官屯产荸荠，畅销邻县，

三角地区产香糯，誉驰省州，姚安茯苓为苓中之冠。
矿产资源：老街有铅，锌矿，前场高峰寺产蓝石棉，官屯葡萄箐产芒硝，连厂产铁’．三木，石河

产铜，赵家石膏箐产石膏，姚安坝区蕴藏煤源。出口的农产品有蚕丝、辣椒、猪鬃、肠衣，白芸豆，
蜂蜜，芳香油等。

交通运输：公路主要有南(华)金(沙江)公路，县内ll区(镇)、59个乡(镇)均已沟通，

全长43 1公里。有车队2个，全县有汽车1 26辆，各种拖拉机2 ll台。

文教事业：解放前仅有初中l校，学生250人，教职员工20人，小学93校，学生5 726人，
’

教师1 56人，县民众教育馆1所。 1982年全县有完中l校，初中6校，小学附设初中班8校，完
小84校，村小l 59校，幼儿园l所(教师5人)，高初中学生6207人，小学生2 84 75人(其中中

小学少数民族学生5133人，占学生总数l 4．5％)。中小学教师中公办868入，民办328人。县有

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广播站，电视差转台、花灯剧团等文化事业单位，

11个区(镇)有文化站、电影放映队。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卫生院l所，医务人员3人，和几家私人药房，人民缺医少药，人畜多
病， 1982年计全县有16个卫生院，9 1个医疗站、点，县设有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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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兽医站等单位，医务人员303人。大型医疗器械10台，病床409张，可自制多种针剂．
O

计划生育：党和政府加强领导，群众拥护，工作严肃认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近年来取得很

展。1982年全县节育率为86·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为千分之四点O九。

名胜古迹有烈士墓及游览胜地：
红军烈士墓： 193 6年红军长征过姚安牺牲四位红军战士， l 975年分建三地立墓纪念。
德丰寺：明永乐二年建，斗拱结架，无钉楔痕，传为神匠建造。

活佛寺：金碧尚傅，雄伟壮观。

三峰山s海拔2897米，为全县众山之冠。

文峰塔：明万历年间建，迄今四百余年，历经沧桑之变，仍巍然耸立，色调素雅，质朴大方，
壮观。

周·小卜将军墓：小卜者，庄矫将也，战殁于姚，对开发祖国边疆有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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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派水库1954年建成．蓄水三千六百万方是我县水库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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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一九八+年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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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川 镇概 况

栋川镇即县城所在地，位于姚安坝偏南端，为全县复地。是本县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东接大龙口区，南连仁和区， 西与官屯区接壤，北和龙岗区交界，蜻蛉河流经镇境。地势南

高北低，形似荷叶，有荷叶城之称。南北最长3·l 44公里．东西最宽3．1 4 4公里，总面积R．59

平方公里。海拔1870米．城区有8塘ll井，19 82年安装了自来水管道，改善了县城饮水条件，

增强了防火能力。

“栋川”《姚州志》载：汉置楞栋县，过境螭蛉河，源远流长，其地四壁崇山修谷，平畴广川

得名栋川。唐景云元年(7 l O年)御史李知古筑土城，明洪武二十一年(1 3 8 1年)指挥戴都改筑

砖城，政府驻南门府前街。明，清加修四城门各设碉堡，同治初增闭小南门，城周有护城河，周长
2797米，城墙高6至9米，垛口13 75个，195 3年城建拆除。民国间，属一区，先为中安镇，
后为栋川镇。解放后1950年为第一区，1958年县并大姚县时为栋JIl公社，196 1年复县为栋川

公社，l 968年“文革”期间，改名东方红公社，1970年复为栋川公社， l 980年为栋川镇人民I，

政府，驻地平安街。辖4个大队，1984年镇迁驻西正街，设四个办事处，有15条街(路)，2个居

民区(西教场、东岳庙)，13个自然村，39个生产队及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88个，

2l 86户，l 3454人，其中农业1800户，7939人，(回族55户．267人)余为汉族，以农为主，

主产稻谷、蚕豆兼种蔬菜。

十字街为镇之中心，各向东．南、西、北延伸和环城公路相通。四条主街各以方位得名。南正

街：驻有商业．粮食，医药，水电等l 9个单位，为粮油调节土产交换中心；靠东有党、政，军、

人民团体，机关单位；靠西边为文化区，驻有文化馆，电影院，工会等单位(文化馆设于德丰寺内

德丰寺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陈列有《德化铭碑》，高裔映铜卧像等文物。东正街：驻有县
人民银行，财政局等l 7个单位。为金融财政中心。西正街：驻有新华书店，百货公司，农资．摸

建，邮电等单位。北正街：驻有经委，县一中，蔬菜『．J市，五金．兽医等竹木器市场。1 9 58年前
逢二．六集市，后改为星期日，随着市场繁荣的需要，又改为星期日．三赶集。

栋川：因系小城镇，地势开阔平坦，田多地少，耕地6 l 76亩，其中水田555 6亩，占全镇总
面积4 7·9 3％l林地面积99 8·7亩，占总面积7·7 5％；荒山3 22 0亩，占总面积2 4．9 9％。

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均温l 5·3。C，最高月均温22．3。C，最低月均温9．3。(，三，四

月平均风速为4米／秒。l 980年雨量57 5-4毫米，无霜期232天，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温暖，

雨量集中，日照充足，农作物可一年两熟。主产稻谷．蚕豆。若遇有晚霜冻、 “倒春寒”、冬春早

和插花性夏秋旱等，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
1 9 49年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改造了私营工商业，栋川镇逐步变为

生产性的城镇。农业生产，引用洋派水库．下口坝水库灌溉，机耕面积占89‘％，l 9 8 0年粮食总

产566·06万斤，人均有粮7 13斤，单产549斤，稻谷5369亩，单产776斤，总产4l 6．57

万斤；小麦l 278亩，单产28 9斤，总产3 6．9 5万斤；蚕豆3 2 87亩，单产31 4斤，总产103．34
万斤。经济总收入122·68万元，人均1 54．5元。镇人口以农，工商为主，次为编织草帽、建筑．
修理，加工，五金，铁业，理发．饮食，缝纫等副业。

交通动力，镇为起点，与各区、乡相通，南(华)金(沙江)公路穿镇西经过。有汽车l辆，

各型号拖拉机14台，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2 13 2匹马力。

教育卫生：早年教育以誊官为学校，明，清在德丰寺设德丰书院。民国年间于德丰寺设县立高
小。l 9 53年建栋川完小(附设初中班)，学生685人，四街各设小学，学生l 900人，幼儿园l所，
幼儿2 60人，文化站1个。各街设有租书点。有镇医院l所，医务人员32人，有医疗站，街道设
有清洁员，负责环境卫生工作。

计划生育：1980年执行情况，为增千分之二点四，较l 979年增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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