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纂纛黧麓塑爹攀饕蘩
嗣
匕i一

蓿阮县，熙、霆蓼褥

蜜妻§㈣罐馐萋．
§R∞Ⅸ＆孽鎏“雾*F、，．=。震霉严壅爱



石阡县．地名录

主 。编： 任福钧

副主编： 蔡正国

责任编辑： 蔡正国

编 辑： 董佑荣

校 审： 胡兴亚 廖昌铨

徐树高 周福安

杨军昌 龙永红

注音校审： 胡晓梅

石阡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八月



箭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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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地名管理，实现地名标准化，在地名普查工作的

基础上，经过三年时间的调查：考证后编辑的《石阡县地名

录》，是我县第一部地名工具书o
一 《石阡县地名录》共辑录了全县地名4982条。其中，行政

、区划名称3506条；山川洞穴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2 19条；厂、

场、站、台、名胜纪念地等名称25 7条。还绘制了地名分布图

46幅。全书约28万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县各类地名实况。
‘

《石阡县地名录》以辑录为主。同时简介各类地名的标准

名称、位置、来历、演变及行政归属；政区概况、历史沿革、

主要山川自然地理特征、地形地貌、自然资源和工农业生产、

．．能源交通、文教卫生等建设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名胜古迹。为下

步修撰《石阡县地名志》奠下了基础。《石阡县地名录》的问

世、将为我县各类地名的稳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也将为我

．县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宝贵资料。

参加石阡县地名普查和编辑《石阡县地名录》的同志们，走

遍全县山川村落，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借此书出版的机会，我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石阡县

人民政府对《石阡县地名录》的编辑、校审和出版给以高度重

视，希望它在我县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大作用。

，卜◆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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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录))辑录的地名，以第一名。称为标准名称，加注汉语拼音。并注古名、别名和

讹传名。

2、标准名称；行政村和居委会以上行政区划名称j以县政府行文为准。其余名称以地，

名普查为基础，参考旧志所载地名，尊重通用的，约定成俗的书写形式。
‘

3、汉语拼音以普通话语音为准。在本地方言地名与普通话不一致的地方，‘加注拼音和

括注同音ix-T-。

4、自然村寨注明户数、人口和民族。片村注名包括哪些自然村。，凡居住1户以上独立’

存在具有地名意义的，一律视为自然村处理。
， 5、地名释文：县、区、乡、镇编写。概况”；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写沿革和范围

简况；山峰标注海拔高度l河流标注长度，流经地方，水系；流域面积在20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注明流量l山崖，洞穴等注明特征I厂场站台．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和城镇街i路、

巷等介绍沿草和简况。 ．

6、有关数据年限：人口，粮，畜产量，森林覆盖率等，按地名普查采用1980年的数据。

其它经济、文化建设数据，均作具体注明。在建项目视作正式项目取录。

7，人口中的民族构成，以1985年县民委提供的数据为准。县、区、乡、镇标注民族人

口；行政村、自然村只标注人口中的民族族称。如某村120人，(其中为)侗、’苗、汉，仡佬

族，仅供参考0 ．

8．历史纪年：清代以前在旧纪年后括注公元纪年．清代以后直接用公元纪年。使用

。年代”二字的纪年一律指二十世纪。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只用。六十年代扎字样。

．9、区、乡、镇沿革的叙述，上限时间为1913年。行政村沿革上限为1942年。其它建设
’

～项目以始建时间叙述沿革。有古建筑遗址的地方以旧志所载叙述沿革简况。·

10、名称来历：演变及涵义一律不作考证性叙述；旧志所载和民间流传的地名解释也不

予采收，不评论。

ll，全县地名分布图录名到行政村；乡、镇地名图录名全部咱然村j重要的山峰、河流、

洞穴、人工建筑，厂场站台、名胜纪念地等酌情标注。
1

12，乡、镇地名图的图幅，以十六开本的版面设置。面积大小参见。概况一。· ，

13、在乡、镇地名图中j行政村名称分开标注i片村则从略。

14．凡地名图标注地名，与地名录有出入的。地方，以地名录为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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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概况

石阡县在贵州省东北，北纬2 7。17’一27。42’，东经107144 7--108。33’．

与思南、印江、岑巩，江口、镇远，施秉、余庆、风冈县接壤。总面积2173平方

公里。辖1个区级镇，7个区；2个乡级镇，41个乡。有295个行政村，2873个自

然村，人1：128．5万。其中。仡佬族69，820人，侗族61，250人，苗族14，250人，

还有瑶，壮、回、彝、羌、土家、布依、蒙古等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1．55％，

余为汉族。

石阡古为群舸、武陵之地，建置较早。元初置“石千等处军民长官司，隶思

州宣慰司，其名始见。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石阡府，1914年改置石阡县。

今县隶属贵州省铜仁地区。县人民政府驻汤山镇，在贵阳市东：11：182公里。所谓石

阡(千)，为“岩芊”石洞之义，最初以古民俗所祀的镇东龙山青冥洞和城南温

泉得名。

本境地形东西狭长，东南较高而西北较低。东南大顶山和佛顶山，为武陵山

脉的南支主脉，为乌江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佛顶山海拔1869．3米，。为全县最高

点；县西北的乌江高滩，海拔388．3米，为最低点。全县山峦重叠，谷岭平行，有

从印江，思南县延伸而来的本庄，塘头、平地场三个条形向斜终于本县境内。出

露地层有板溪群，震旦、寒武、奥陶、志留．二迭、三迭系和第四系，碳酸盐岩

占绝对优势，其中蕴藏多种矿产资源。已探明有煤，铁、铅、铝、锑、汞，石煤、

硫铁、石英．高岭土、耐火土、大理石，重晶石和优质石灰石等，还相传古产丹

砂和盐。境内乌江水系流域面积占总面积的95％，余为沅江水系。石阡河，乐回

江、本庄河，黑滩河等主要河流俱流注乌江，为乌江的一级支流。有j‘红石断裂"

斜穿东西， “石阡断裂”纵贯南北。出露温泉十余处，典型的有城南温泉、凯峡

地下热水河。

本境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温度16．8。c j 最冷月元月均温

5．5。C； 最热月7月均温27．2。c。 无霜期303天。年平均降雨量1121毫米。年

平均日照1232．9tJx时。主要灾害性天气有伏旱、倒春寒，局部地方有冰雹。

境内耕地约占总面积的10％，水域占2．2％，道路占1．2％，住宅古1％，林

地占39％，余为荒山草坡。土壤以黄壤，石灰土、水稻土分布较广，亦有山地黄

棕壤、紫色土、潮土分布。全县耕地面积有3 1．27万亩(习惯亩)。其中田19．63

万亩。主产水稻。1980年粮食总产85，000吨，大牲畜存栏5．4万头，生猪1 2．87／

头。经济作物有油菜，烤烟、茶叶等。全县森林覆盖面积约49万亩，其中经济林



2．3万亩。有500亩以上连片草坡55处。农机总动力1980年1．48万马力。水利、电

力设施有瓮普，双山、黑山沟．欧家湾等中、小型水库，有“东风’’渠、黑滩河，丁

场屯、黄腊岩渠等；有洋溪、湾塘，木瓜溪等水电站。工业企业有大关酒厂，水

泥厂、本庄煤厂、民族丝织厂等；乡镇企业有香槟饮料厂等。有县荆竹农场；另

有乡(镇)，村联办的林，茶、牧场分布各地。

’“贵开过"干线公路纵贯东西，石岑线、石思线通达南北，另有地方公路多

条，乡(镇)基本上通汽车。县有完全中学2所，初中20所，小学328所，有党校，

教师进修学校和农职中学。县、区、乡(镇)都有卫生医疗机构。文化(广播、

电影，电视等)事业也不断向广度发展。名胜古迹有城南温泉、石阡大桥、万寿

宫，文庙等古建筑和其它古建遗址；有太虚洞摩崖，十万皇，白龙皇、印把山与

泗寨童等名胜。石阡是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和长征两次经过的地方。今县城内有红

二六军团总部旧址和甘溪等革命烈士纪念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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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汤’山镇

汤山镇即石阡县城及其附近郊区农村，与万安、北塔、北坪乡接壤。总面积7平方公里。

内辖县城6个居民委员会，43个居民组；城郊5个村民委员会，27个自然村，共计15599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10772人。在总人口中仡佬族2253人，侗族2890人，苗族315入，土家族603人．

壮，彝，羌、蒙古、布依等族680人，合计少数民族6741人，占总人口的43．16％。余为汉族。

城镇建于龙川河东岸五老山下，古有苍濮堂、兰木箐，中坪寨、五巴寨、仡雅沟等称。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置石千军民长官司，正长官安氏住于中坪寨(今城内中坪街，又名

安家坝)。明代为石阡府治并建筑土城、石城、文庙、北塔、启灵桥和其它建筑。其石城历

清顺治，乾隆、光绪及民国初年皆有补修， 1954年拆毁。今为石阡县人民政府和县党政

机关，县直各部门、学校、企事业单位驻地。

汤山镇1914年为石阡县第一区第一、二团及三、七、八、十团的部分。1920年置为城南

北镇，辖城镇和万安、北塔两乡大部。1936年改为城南北联保。1942年改置汤山镇，辖区相

同，称为。内七保”和。外七保”。所谓汤山，以城南有温泉和环镇皆崖山得名。1953年改

置为城关镇，仅辖城内7街，隶属城关区。1956年区公所迁高寨(更名高寨区)，镇由县直辖：

1958年高寨区改置为城关公社，镇属其辖，并改称城关管理区。1961年区社撤，镇改称城关

公社，由县直辖。1963年复置城关区，镇社又属其辖。1984年撤销城关公社，复置汤山镇，

将万安乡的高寨，高楼，吴家湾，北塔乡的鲜花，平兴寨等地划属镇辖区，为区级镇，属县

直辖。镇政府驻长征北路(水洞门)。

镇东有五老山，五峰并举，南起第一峰龙山海拔1064米，为最高点。石阡河(龙川河)

由南而北流经城镇中部，河西北岸巴天河坝海拔457米，为最低点。城镇占地约1平方公里。

有老街(又名河街)、八一街、越城路、长征路、城北路、河西路、临江路，有吕家巷、秀

顺巷，后街等居民巷道，六十年代以来还先后发展了东门坡÷北门坡，文昌阁、烟墩坡，温：

塘坡等居民区。镇内驻有县大关酒厂、砖瓦厂、五金厂、印刷厂、丝织厂、服装厂、制鞋厂，

糕点厂，酱菜厂、食品厂， 香槟酒厂、饲糙加工厂、电厂、自来水厂等。有贵开过干线

公路越城而过，并有石岑线南通岑巩及玉屏，石思线通达思南等地。有明代建筑启灵讯今为

石阡公路大桥)，新建中渡桥和龙川古渡连接城镇河道两岸0新建温泉公路大桥尚未竣工。

镇辖农村有耕地2287亩，其中田1431亩，主产水稻，并产油菜，蔬菜。有新华蔬菜专业

队1个，有镇、村联营的茶果场，茶园412亩，果园168亩，年产青茶30吨，。水果15吨。有城关

村五老山林场，林地2800多亩。有镇、村小学5所，学生3500多人；有镇医院和门诊部。

镇南有大温泉，小温泉，镇北还有溪沟温泉群。大温泉又名石阡温泉，现有新泉和老泉

两部分建筑，可供200人同时浴用，为石阡得天独厚的沐浴、疗养和游览胜地。小温泉又名吴

家湾温泉，现主要用于县水产站养殖热水鱼类。镇内有万寿宫，禹王宫、文庙，武庙，石阡

大桥等古建筑，有石阡城墙、北塔，伴云寺等古建筑遗址，有石阡天主堂为红二六军团总部

旧址，今为省政府和县政府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有电视转播台修建于五老山第四峰}还有深

邃莫测的龙山青冥洞(旧为风鬼洞、风神洞)、马鞍岩青冥洞，岩门山溶洞群，云台山j石

关门等名胜之地。



新华街居民委员会)<／nhu,3 Ji芒JOmlnwi芭yuOnhul 别名北门，由县城内北部划置。古

名苍濮堂，仡雅沟等。1942年为汤山镇第一保，1950年为农协一分会，1953年命名新华街至

今。居民组6个，居民470P，1464人。另有新华蔬菜专业队49户杂居。有汉，仡佬、侗等托

越城路贯穿中部·南有八一街，西有长征路。街内驻有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武装部、县人民

法院、镇政府、县政府招待所，镇第一小学，·还有红二六军团总部旧址(天主堂北楼)。

本街居民委员会驻越城路。

中坪街居民委员会7-hSngpfn9推Jj州n婶jMnhuf 别名南门，由城内南部划置。古名

有中坪寨，朱家沟、三抚沟等。1942年为汤山镇第二保，1950年为农协二分会，1953年命名

中坪街。1970年改为红旗街，1985年恢复原名。辖8个居民组，460户，1514人。有汉，苗等

民族。北有八一街，西沿长征路，越城路横穿其中。驻有中共石阡县委员会，县人大常委会、

财税、轻工，教育、广播电视局、中共石阡县委党校等行政、事业单位。居委会驻越城路中段

东侧。有古建筑文庙、武庙。

醒狮街居民委员会XI叼如】陪JOminw鬯iyu∞hul， 别名上河坝、泗沟，以城外南部居

民区划置，即南起温泉、沿越城路而北经泗沟至南门，沿老街而北至三级巷。古名兰木箐，

五巴寨等。1942年，以泗沟直上五老山为汤山镇第三保，上河坝一带为第四保，1950年为农

协三、四分会。1953年命名为龙井街、醒狮街，1955年龙井街分置龙井农业社，其余居民户

属醒狮街。1970年改为“解放街”，1985年恢复醒狮街名。醒狮街以狮子桥得名’。现辖8个

居民组，710户，2112人。有汉，侗等民族。居委会驻地上河街。境内有国营温泉、老温泉、

县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县人民医院、县第三中学、农资公司、建筑公司、电厂、供电所、

糕点厂、酱菜厂等单位。

新民街居民委员会Xinmln Ji圣JOminw芒iMn’hu J 别名中河街，以城西门外一带划置。

即南起三级巷，沿老街而北至丁字口，沿长征路而北至西门口，其中包括龙家巷、吕家巷，茶

叶巷、布市后街等居民区。1942年为汤山镇第五保，1950年为农协五分会，1953年命名新

民街。1970年敌为朝阳街，1985年恢复原名。辖7个居民组，430户，1579人。有汉、苗等族。

为县城主要商业区。原杜氏宗祠，为今龙川区公所驻地，有县糖酒公司、县中医院、水电局、

印刷，被服、轻机厂及区财贸供销社等单位。居委会驻地布市后街。

民主街居民委员会MInzho Ji芒Ju-mlnwe．'iyoOnhui 别名下河坝。即丁字口以北至栅子门

一带街区。1942年命名民主街至今。辖7个居民组，283户，988人，有汉，侗等族。 此街

也为商业、文化街区。旧杨泗庙为今县供销社、寿福寺为今县文化馆。有商业局、五交化’食

品、医药公司、邮电局、新华书店，体委、运动场、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单位及食品厂。

居委会驻下河街西侧。 ，

平桥街居民委员会P[ncj哪ao ji色J0minw量．iyuonhu-'1．以城外北部居民区划置，旧名校

场坝，大桥头，八角桥等。1942年为砀山镇第七保，1950年为农协七分会，1953年命名平桥

街，以明代所建的文星桥俗称太平桥得名。1970年改为东风街，1985年恢复原名。辖7个居

民组，514户，rB66人，有汉．、仡佬，侗等民族。另有菜农19户并居。街内有万寿宫，禹王宫

等古建筑群和石阡大桥及临江楼。有粮食局和农牧局t农机管理站，林业局、外贸公司、制

米厂，公路养护段，汽车站、教师进修学校，镇第二小学等单位，境内有老街、城北路、长

征北路、越城路、河西路、临江路。居委会驻地校场坝河街东侧。
‘

老街¨o胯又名河街。在城西龙川河东岸，南起温泉，北至大桥，长1．4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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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5米，三合土路面，’多为旧式木房建筑，’住353p，1670人。在醒狮街．一段称为上河街，在

新民街一段称中河街；在民主街一段称为下河街，在平桥街一段称校场坝和大桥头。街面高

出龙川河水面3——5米，常受洪汛威胁。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郡守罗文思捐俸修成

茶叶巷河口以上至讲约所(今县人民银行)一段河堤，长80丈，后称罗公堤。乾隆五十年

(1785年)郡守董醇劝募修成茶叶巷以下至栅子门一段河堤，长约80丈，称董公堤。清光绪

十二年(1886年)郡守赵尔巽引温泉余水由街上经过，止于栅子门。校场坝、大桥头以后发

展为街。1947年开辟丁字口，使老街与十字街相连接。老街为城镇集市贸易的街区，丁字口

则为贸易中心。
’一’

八一街．Ba)'i Ji邑原名十字街j小街、西门口、为县城中段交通要道。19 54年拆西门城

墙，1958年搬迁小街，当年八月一日举行成街庆祝仪式，命其名。长400多米，现住60户，320

人。有电影院、国营饭店，镇第一小学和五交化，食品、医药、纺织品公司等单位。

越城路丫沱Chert9 L0原名府前路、’连升街、南至温泉，北到大桥。1956年扩建为公路。

长1．5公里，宽仅4一一5米。沿路驻有县党、政，军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

长征路Chmzj'zheng L0原为城墙边，1984年始建。以红军长征住石阡的总指挥部旧址

而得名d长约700米，宽16米。以横穿八一街之处(西门)为十字口，其南称为长征南路，至

南门接越城路，其北称为长征北路，接城北路。现长征北路正在建设中。

城北路Chen91)鬯i Lo在平桥街。原为万寿宫，禹王宫、三元阁、玉皇阁、忠烈宫一带

庙群前的便道。六十年代县粮食部门改修成街路，长约300米，宽6米，继铺水泥路面。东接

越城路，西通平桥河街，中部联接长征北路。沿路居民53户，‘248人。

河西路Hexi山 在河西高寨、平磨寨，高楼等村前。．原为田庄，1964年建成通达中

坝场的公路，路两侧建有大关酒厂、砖瓦厂、轻机厂，水电局、龙川区医院等单位。1984年

列入城镇规划，命名河西路，从大桥而甫至燕子岩长约2．5公里。沿路还建有县车站、林业局、

城建局，种籽公司、烟草公司，县政协、民委等，居民52户，分属醒狮，民主、新民、平桥街

辖。
‘

临江路Linj Jan9 L0在大桥西端北折至冷龙长l公里。原为鲜花坝田庄，1948年建为公

路路基，1958年为通往白沙的公路，1970年为贵开过公路。1984年规划为临江路，以大桥西

有临江楼得名。沿路有公路养护段，林工商公司、贮木场，居民64户，属平桥街辖。

布市后街BOsh!Houjie,在中河街西后侧，从吕家巷河口至茶叶巷河口，长约150米。

以旧设花纱布市场得名，居民10户。新民街居民委员会驻于此。

靛市后街DimshI H6ujj县在花布市后街以北至灵官桥河口，长40米，因旧时为蓝靛市

场得名。居民9户，属民主街辖。此地五十年代为城关镇政府驻地，杏十年代为县医院门诊

部，七十年代为城关医院，现为中渡桥桥头通道。 -．

糠市后街Kdn9s,hl Houji芭． 为平桥街校场坝河街的东后街，南起栅子门，北至平桥，长

200多米，曾为谷糠市场得名，亦曾为柴市．，菜市和内市。居民25户，现因住房扩建，前后拥

塞，不能继续为市。

皮匠街Piji6ng Jia古名八角桥，在城北门外邱家坡下，今越城路拐弯向西，与城北路

交接处，并分路去师范。以旧时居民从事皮革业得名。现住lo户，属平桥街辖。
，

．街面Jie mitn又名西门口。旧为西门口外的闹市，故名。今为八一街通出老街丁字口

的街段，长50多米。街北改建为县食品公司，南侧居民属新民街辖。



柴市坝Chdishl bd 在街面和丁字口之问。由东门坡而下的朱家沟和肖家沟汇流于

此，经灵官桥注龙川河，故其处居民店铺相对较宽，旧为柴薪市场，‘故名。亦曾为肉市j菜

市。今为八一街连接老街的通道。南侧有汤山镇储蓄所，北侧居民属民主街辖。

灵官桥LInggJ石n Qioo巷。为柴市坝顺水道通出河街的小巷，长60多米。旧建小桥二‘

座，巷口河街小桥上供灵官菩萨(晚清间迁往北塔寺)，故名。巷口处五十年代驻县邮电局，

六十年代改为区供销社。居民18户，属民主街。’

丁字口Dincjzt K6u t在老街中部茶叶巷与灵官桥之间。1947年开辟为市街，使老街与

柴市坝，街面连接而直通西门，从而形成。丁修字，故名。今为八一街接连老街的基础街道。

茶叶巷ChOy鬯xj的 在丁字口左侧。从柴市坝通出老街，长60多米，以旧时为茶叶市

场得名。1970年改为红卫巷，1985年恢复原名。居民8户，属新民街辖。

吕家巷tojia Xi昀 原名老天主堂巷。东巷口有清光绪二年(I 8 l=}6年) 所建天

主教堂，后为吕姓居住，故名。东接长征南路而西通老街，长约200多米，居民26户，属新民

街。1970年改为反帝巷，1985年恢复原名。一“

龙家巷L6ngji右>ocn9东接长征南路，西通老街，长200多米，居民36户，属新民街。

1970年改为红星巷，1985年恢复原名。巷内杜姓宗祠，今为龙川区公所驻地。有糖酒公司仓

库。

三级巷弱njl)(i6ng又名三道拐，以巷身三折得名。东接长征南路西通老街，长200多

米。巷南侧居民9户属醒狮街，北侧31户属新民街辖。1970年改为红路巷，1985年恢复原名。t

城墙边Chengq筒ng bi酮 又名南门巷。自长征南路而南至曹家巷并通泗沟，长150多米，居

民14户，属醒狮街辖。

曹家巷Coojia．×；呐北接城墙边而通狮子桥，长100多米，一居民lO户，属醒狮街辖。
杨家巷Y昀ji石xj的东接城墙边而西通上河街，长100多米，居民sop，属醒狮街。

1970年改为劳动巷，1985年恢复原名。

+姜家巷Ji的徊xi6ng东接城墙边而西通上河街，长loo多米，居民25户，属醒狮街。
1970年改为胜利巷，1985年恢复原名。

、
．

秀顺巷XioshonⅪan9在长征南路东侧国营饭店之后。原路从文庙前和十字街而下，

至土地庙西通城墙边(今长征南路)，南通肖家沟。以东巷首有清代花纱商号秀颊号(川东

人李秀顺所开)得名。现巷形改变，秀顺号改建为县药材公司，其下建电影院，仅从国营饭

店之后折而南通肖家沟，居民13户，属中坪街辖。1970年更为人民巷，1985年恢复原名。

左家巷Zu6旧>(j呐 又名德兴巷，在八一街北侧，后通徐家巷至大礼堂。居民IO户，属

新华街辖。
’

徐家巷xojia xj的又名德兴巷，在越城路西侧县法院前，后通左家巷和大礼堂。居
民6户，属新华街辖。

一

．

筒家巷Jisnjia>∞ncu在八一街北侧，长30米，通简家院子。居民4户，属新华街。

黄家巷HuC】ngjid Xi的 由冯家沟中部而南通大礼堂。居民20户，属新华街，驻有县电

影公司和老干部宿舍。 ，

。

石子巷Shlz!。xi的又名夏家巷o．由冯家沟石桥处而南折东通越城路玄武楼处，居民
‘15户，属新华街。

方家巷F弧jjia>(i昀 在越城路西侧。由皮匠街而西通田坝至长征北路和水洞门。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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