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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地名是客观地理实体的指称，通常以语言文字表示。它是在人类认识自然界和生活环境

的社会历史中产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它与

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沟通人们联系、交往和工作、学习、科研活动的重要工具。

为了加强地名管理，巩固地名普查成果，服务于四化建设，我们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

干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1980]89号文件《关于编辑市、县地名录的意见》的要求，在省

地名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及市、区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编辑了《成都市地名录》。市地名录

是1981—1982年市区和郊区地名普查工作四项重要成果(标准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

片、地名。概况’材料)的结晶，是查找，了解和校对市区和郊区地名的工具书，是市、区

政府推行标准地名和加强地名科学管理的依据和基础。为适立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它提供比较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给社会各方，以便有效地为国家行政管理，经

济建设，国防建设、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等方面服务。

在体例编排上，《成都市地名录》各分册大体一致。为了方便使用，它分编为四册。东

城区、西城区及市政府黄田坝办事处为第一分册，金牛区为第二分册，龙泉驿区为第三分

册，青内江区为第四分册。双流、金堂两县按有关规定分别独立成册。除第一分册有前言

(代=、三，四分册)，并增加了市地图和市概况外，各分册都包括有区地图、区概况、行

政区划和自然村(或街道)，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附录等

八个部分。其中市、区概况是为了适应各方面的需要，帮助大家对全市及市辖区的基本情况

有个概括的了解。行政区划和自然村(或街道)部分是市地名录的主体，它包括每条地名的

现名(即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备注等栏目，其中备注栏还简要地对现用名称的来历、含

义和演变等主要情况作了说明。附录部分主要为地名首字笔画索引，以便于查找地名。

《成都市地名录》所收集的地名是在全面、系统的地名普查基础上，经过地名标准化和

规范化处理的标准地名。根据国务院E19791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精神，各区在进行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时，对原有地名既做好正字正音，又本着遵重历史文

化遗产。尽量保持地名稳定，可改可不改的一律未改；非改不可和无名、重名的，既注意反

映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又本着照顾习惯，体现规

划，好找好记，用字简明确切，不用序数，不重名等原则，对部分行政区划、街道、桥梁等

进行命名，更名。同时，还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分别由市，区人民政府和人大常委会批准，

发布了命名、更名通告。通过这些工作，各区地名中过去存在豹音讹字误，用字生僻、含义

不好，重名甚多、用序数和革命辞藻取代地名，以及图实不符、错位错名等问题便基本得以

纠正。从而结束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部分地名长期混乱的状况。今后，各级行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凡使用成都市市辖区范围的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车站，码头、商店，以及商标、

广告，新闻等，都必须以《成都市地名录》有关分册中的标准地名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非经法定审批手续，都不得擅取地名或随意更改现用名。

《成都市地名录》各分册所引用的数据是仅供参考的历史资料。市、区概况引用的各项

数据分别来自市，区统计局提供的1982年统计年报。其它文字概况中，部分数据为有关业务

部门提供的1981年的数字。

第一分册中，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1。62．59Y的成都市地图是参照1；5万地形图绘

制而成，图上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和部分自然村名称；同对，1：25，000的成都市市区

地图上，标注了全部街道办事处以上行政区划和主要街道、重要桥梁等名称J收集了地名普

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103篇，辑录了街道办事处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及其驻地、街

道，居民区、重要的或具有地名意义的大型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

地名称共1，337条。 ．

本地名录力求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各类重要地名所具有的丰富内容，

使之成为一本具有通用性和乡土性的常备地名工具书，以供查阅、检索的实际需要。我们希

望本地名录旨在帮助大家准确地使用地名，更好地认识乡土，更加热爱祖国等方面，起到它

应有的作用。

·I·

成都市地名领导小组



成 都 市 概 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省中部。东南、东北与内江、绵阳两地区接壤，南与乐山地区毗邻，西

与温江地区连界’地当东经103。477至104。547，北纬30。137至30。577之间。面积3861平方公

里。人口401．55万，其中城区123．92万。主要为汉族，还有回、满，蒙、藏等j40个少数民

族。市辖区、县七个，大体相当于市辖区的办事处一个，即东、西两个城区，金牛、龙泉

驿、青白江三个郊区，双流、金堂两个县，以及市政府黄田坝办事处。县辖区11个，区、县

辖镇11个，街道办事处65个，人民公社139个。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地成都，为

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南地区交通枢纽，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一，历史沿革

成都古为蜀国域，据《蜀王本纪》载；蜀王。鱼凫田于湔山黟(今彭县阳平山或泛指

彭，灌二县北部诸山)。 。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一(郫邑相传

为郫县城北或谓今彭县丰乐；瞿上在今彭县海窝子或谓在双流县境内)。开明氏取代杜宇氏

后，号丛帝， 。本治广都樊乡"(今双流境)，五世(亦作九世) 。乃徙治成都"。从秦汉

以来，相沿二千余年，成都一直为我国西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成都得名，据《太平寰宇记》载： 。以周太王从梁止歧，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

日成都。’’今人考证：成都乃蜀语，蜀人居住的地方之意(见《社会科学研究》一九A-年

一期《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趁巴蜀战乱之机，遣张仪，司马错伐灭巴蜀。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在蜀故地废分封，行郡县，置蜀郡及成都等县，郡领成

都、广都(今双流)等十五县。仪筑成都大，少二城，周十二里，以大城为郡治，少城为县

治。汉承秦制，高祖六年(前201年)分蜀郡置广汉郡。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开“西南

夷’’置犍为郡，与蜀、广汉合称。三蜀"。元封五年(前106年)为加强中央集权，于全国

设置十三刺史部，今四川地区为益州刺史部(简称益州)，各郡隶之。成都时为除长安外全

国五大商业城市(成都、洛阳、邯郸、临淄、宛)之一。西汉末，王莽。新"王朝时(公元

9—23年)改蜀郡名导江。后公孙述割据今四川地区时(24—36年)在成都建立。成家"政

权，以成都为国都。东汉复为蜀郡，领成都等十一县。汉末刘焉为。益州牧"，初治绵竹，献

帝兴平元年(194年)徙治成都，从此成都相沿为州、郡、县三级治所。献帝建安十九年

(214年)刘备定蜀，221年称帝，建国日。汉"，史称。蜀汉"，以成都为国都，兼州，郡

治，郡领成都、广都等七县。时蜀锦生产居全国首位，设官专管织锦，并筑有锦官城，是故

成都又称为。锦官城”或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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