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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人民政府

关于颁发《都匀市地名志》的通知

《都匀市地名志》业经市人民政府审核，现予发行。
．

●

《都匀市地名志》是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根

据一九八一年原都匀市，都匀县地名普查的成果编写而成。全志扼要

反映了我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等状况，是一部具

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国家地名档案资料的一部分。今后使用我

市地名一律以此为准。

《都匀市地名志》在内部发行，注意保存。

都匀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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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已待编的《都匀市地名志》，历经一年，现已脱稿成书。

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是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为各朝、各国所重视。《都匀市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

员会和贵州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利用1981年地名普查

的成果，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汇编而成的，是一部反映我市地名

现状和历史的典籍，是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全志扼要反映了我

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地理等状况。既可供党、政、军机

关和经济建设部门使用，亦可供科研、学校、档案馆、图书馆、编史

修志、文史资料等单位参考和收藏。同时，也为编辑全国和贵州省地

名词典提供基础资料。

本志按照以文为主，文图并茂，志录兼收的原则编排，共收录文

字概况151篇，古今地名图45幅，标准地名1855条，照片26幅。全书

力求做到内容准确，资料齐全，信患完备，言简意明，图文印证，相

互取据，综合反映本市自然地理实体和经济地理实体等方面的各类地

名，表示出地名的由来、含义、演变、地理位置．．标准书写形式和正

确的读音。为便于查阅，地名条目均按类别及有关规定排列，书前开

列目录，书末附有地名首字笔划索引，以及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

为使读者正确掌握和使用本志，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地名，各部门使用时一律

以此为准，今后如需要更名时，必须按照国务院1986年1月23日发布

的《地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二、本志所列地名，均据1981年原都匀市．．都匀县经过验收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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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资料，此次汇编时又经各区、乡、镇和有关部门校正复核，作了某

些补充。对没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一般不收入。

三、本志所引用的数字，原则上使用普查时的地名卡片。为正确

反映所列标准地名的现状，有的数字系根据市统计局和有关部门掌握

的近期报表作了一些变动，对变动频繁的则以概略数反映。

四、本志地名图的行政区划，未经实测，仅供读者了解各行政区

划规模，不能作为划界的依据。

五、本志标准地名的读音，注有汉语拼音，并按照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本志所引用的地名史料，主要有《都匀县志稿》、《贵州通志》、

．：贵州古代史》、《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贵州经济手册》、

《贵州省志·地理志(上)》等。

七、本志对各类地名来历、演变及含义的说明，力求准确有据。

民间流传久远而较合情理者，加以保留，众说不一者，则取其中较合

理的说法。

八、《都匀市地名志》系内部资料，务请妥善保管。

编写和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

限，资料不足，谬误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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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概况

都匀市位于贵州省南部偏东地区，傍苗岭山脉南侧，为黔桂两省通衢的中间城池，距省城

贵阳公路里程176公里。东与丹寨、三都毗连，南与独山，平塘接壤，西与贵定相邻，、北与

麻江交界。地处东经10707’——1070477，北纬25。51’——26026’之间。南北长63公里，东西

宽64公里。总面积2274平方公里。黔桂铁路纵贯南北，都丹、都惠公路横贯东西。是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黔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市辖6个区，6个镇(1个区级镇，

5个乡级镇)，7个办事处(3个城区街道办事处，4个镇辖办事处)，二十九个居民委员会，

二百八十六个居民小组，二十八个乡(三个民族乡)，二百六十一个村民委员会，二千一百二

十一个村民小组，人口38万余，其中城镇人口12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8人，城区每平

方公里一万余人。有汉、布依、苗、水等二十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二十二万余人，占总

人口的57．64％，布依、苗两个民族人口超过全市汉族人口的总数。

市境地势起伏较大，属中低山山原地貌类型。平均海拔高度800,--,1200米。热量差异较

明显，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5．9。C，无霜期288天。水资源较丰富，、有

马尾河，。凤麓河两大干流，九条较大河流，大小河流总长1320公里。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

量1445毫米。耕地面积21 8651亩，主要为地带性黄壤土质。

市区座落在剑江之滨，呈一狭长平坝。龙山西峙，东山屹立，负重岗，障峻岭，江山抱

城，田畴平广。‘都匀府志》描述：‘‘匀地山高水长，陈蒙峙其东，龙f1．1亘其西，高垓横其南，

七星拱其北，群剑二水夹流其间，萦青缭白，脉胳贯通，，概括了山城地理面貌。清代贵州

诗人张国华诗云。。龙山风岭绕城池，仙子观澜忆往时，会待东几舒作锦，雨花岩上共题诗’，

颇见匀城山川之灵秀。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千里跋涉来到都匀，对麦冲堡、东山、马尾河、

鳞山、梦遇山，都云洞进行考察，逐日记下行履所至，观察所得，为开发都匀留下了宝贵的

历史资料。

都匀原名都云。据《五代史·楚世家>载：。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都云酋长尹怀

昌率其昆明十二部，群舸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范。，这是都云的名称最早见于史

籍。名称的由来，是因市东二里有都云洞(又名九龙洞、仙人洞>，因此得名。

都匀市历史悠久。最早的地域归属，可追溯到殷周时期的鬼方。春秋时，盖爿羊舸国地。

战国时，都匀北半部属且兰邑，南半部属毋敛国。蜀汉时，置并渠县。唐置憝州、邦州、南

平州。宋大观二年，置都云定云安抚司。元初，置都云军民府，至元十六年，改置都云、定

云二府，寻改为都云、定云二安抚司，后又置都云县。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平羌将军何

福出兵镇压苗民起义后，置都云安抚司。至二十三年，何福筑土城于中都云竹林寨，为都匀

营建史上最早的城垣。其时何奏请朝廷，以为。云之为物，变化不一，，改。云，为。匀静，取。均

匀为义，，此后，都云即改为都匀，并改安抚司为都匀卫。二十九年，升都匀卫为都匀军民

指挥使司。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开都匀府，与卫同城。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裁卫

置都匀县，附郭。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省都匀县入都匀府。三年，改都匀府为都匀县。

1949年11月15日都匀解放。1952年独山专区改称都匀专区。1956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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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都匀为自治州首府。1958年设都匀市为州辖市。1962年撤销都匀市，恢复都匀县。1966

年恢复都匀市，县、市分治，1983年撤销都匀县，并入都匀市。

都匀这块土地，自有人类活动和阶级统治以来，朝代更迭j兴败盛衰，升降移易，沦桑

多变。勤劳朴实的各族儿女，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与大自然、与压迫剥削者进行英

勇壮烈的斗争，激流勇进，自强不息。远在明、清年间，为反对封建统治，爆发了多次农民

大起义，各族起义军曾占领都匀府，打开监狱，放出无辜百姓，前仆后继长达20多年，出现

了。千里苗疆无不响应，的形势。民国时期，在“不当兵，不纳粮，反贪官，反压迫黟的口号下，

苗、水族农民揭开了声势浩大的内外套(今阳和、基场)起义斗争。紧接着抗日烽火燃遍黔

南，都匀各族人民英勇参战，抗日救亡，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的活动辗转于都匀，团结进步力量，进行隐蔽斗争，在匀城留下了我党革命的业绩。然而在那

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年代里，物价腾飞，租债盘剥，桑梓萧条，满目荒凉。各族人民糟糠就

食，颠沛流离，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大军挺进都匀，结束了国民党

的反动腐败统治，全市人民得到了新生。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投身于如火如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都匀在解放时，百业凋零，满目疮痍。工业生产十分落后，仅有几家抄白皮纸的作坊和

手工卷烟店，从业人数不足百人。用一台汽车引擎发电照明。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地方工业得到不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是扶摇直上，现在，全市

已拥有纺织、机械、化工、电子、食品、制革、酿酒、造纸等工厂企业一百九十多家，职工

39500人。已初步形成以纺织、机械、化工、电子，建材、制革、酿酒为支柱的工业体系，成

为贵州五个工业中心之一。一个工农并举、城乡一体，网络式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已见雏

形。一九八四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3，239万元，比建市时的一九五八年增长8．55倍。随着企

业的整顿和技术的进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作为都匀主体工业的纺

织、机械、电子、化工等工业部门，在全省同行业中均占重要位置。中型工业总产值居全省

六城市第三位，纺织、皮革工业名列第二位。毛麻纺织品，重型机床、化肥、水泥，皮革、

针织品、塑料制品等产品都具有大批生产能力。近几年来有麻平布、棉麻交织布、麻睛纱、

龙门刨床，碳刷铣床、单臂刨床、三眼健身鞋、冲花童皮鞋、文化衫，弹力锦纶丝袜等四十

多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五大州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1984年有剑江牌硝酸铵、中跟女

皮鞋、睛纶膨体针织线、转移印花纸、龙门刨铣床，全花女汗衫等十二种产品荣获省优质，

优秀新产品称号，吸引了省内外大批用户。列为贵州名特产的匀酒，畅销国内和港澳。有一

百多年生产历史的白皮纸，因其纤维率高、韧性强，耐磨擦等优点而蜚声国内市场。昔日，

都匀电子工业是一张白张，二十年前国家电子工业部在都匀建立生产基地，现在生产一万多

种电子产品，许多军品逐步转移为民用，并都有成套生产线，装备精良，技术雄厚，人才密

集，不少产品曾获部优、省优称号。1984年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在都匀成立，标志着都匀

电子工业的新发展。

解放前，农业经营单一，广种薄收，没有农业机械，没有电力、化肥，生产水平很低。经

过三十多年的恢复发展，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按1980年不变价格的产值，1984年全市农、林、牧、副、渔五业总产值

为6545万元，比1950年增长18．7倍，较1978年的4380．58万元增长50．10％。其中农业产值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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