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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殉难纪念碑——位于名山县烈士陵园内．19引年

建成。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西藏途中．在名山驯

匪战役中壮烈牺牲的七十六位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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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蒙山“贡茶”部份成品

蒙山茶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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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灯山摩嚣造像——建于庸成通元年(公元860年)

以革命传统教育新一代



蒙山古道lI天梯，相传为夏禹登山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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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相互交往的一种工具，它与地理，历史，语言，

民族等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与改变。在

地名的历史变更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有的错字，错音或年久讹传；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地’

有的含意不好，用字不当，有的有地无名或有名无地，图实不符。加以我县的大队，绝大多

数是以序数命名， “文化大革命矽初期，还出现过乱改地名的情况。所有这些地名的混乱现

象，对四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都是不利的。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

政府有关文件精神，1981年4月至年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共普查了

全县地名1811条(包括1967年出版的1：5万地形图上的地名1506条和新增加的大队以上

行政区划、大队驻地，重要自然村等)。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映当地

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保持地名稳定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全县重名的二社一镇和180个

以序数命名的大队、居委会，按照审批权限，重新命了新名。同时，对地名中错字、错音、

错名的145条，一地多名，重名的58条，乱改的29条，图实不符的9条，早已失去作用不复

存在的1条，进行了纠正或重新命名更名。新增加了原图上无名的大队驻地和重要自然村等

6l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已由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验收。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

果，汇编成《名山县地名录》，以使这份地名基础材料，在四化建设中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作

用。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收集了各类概况文字材料共33篇，辑录了全县生

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重要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革命

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地名共1761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对其名称的来历含义等

作了简要说明。为了对现用地名便于查阅，对我县历史沿革易于了解，在附录中编印了地名

首字笔画检索表和名山县历史沿革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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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和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依据县统计局1980年统

计年报，人口为公安局1980年统计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名山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所列名称为准，未经

批准不得任意更改。

名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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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县概况

名山县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属四川省雅安地区。县境东界蒲江，西邻雅安，南接洪

雅、丹棱，北连邛崃。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3。027一103。237，北纬29。587—30。167之间，幅

员面积616．88平方公里。1980年总人口为46613户，229344人，汉族，比1949年的128876人

增长77．96％。其中；男115239人，女114105人。总人口中农业人口218083人。辖3个区．

1个镇，22个公社，4个居委会，192个大队，1231个生产队。以农为主，特产茶叶。

名山县始置于西魏废帝元钦二年(公元553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二十多年历史。当

时名蒙山县，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更名名山县至今。县治在今蒙阳镇，海拔627米，

东北距成都134公里，西南离雅安17公里。

据《九州志》载； “蒙山者，沐也。言雨露蒙沐，因以为名。黟清建南道张元凯《重

修名山县志记》“蒙山之下有邑焉，里可百计，民淳而地僻，盖因蒙山得名也。矽此为县名

之由来。

(一)历 史 沿 革

据文献记载：名山县古为禹贡梁州之域。秦置郡县，属蜀郡严道县地。西汉高后六年(前

更，但名山一直属汉嘉县地。南朝梁时，汉嘉县为夷僚所据，总属益州。北朝西魏废帝元钦

此为名山建县之始。北周时，隶属仍旧。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蒙山郡，置邛州，蒙山县

隶之。开皇十三年(593年)将始阳县改称蒙山县，将蒙山县更名为名山县。从此，名山县名‘

一直沿用至今。仁寿四年(604年)，分置雅州，辖始阳(州治)、名山，芦山三县。炀帝

大业三年(607年)废雅州，罢邛州，合置为临邛郡，辖严道(郡治、西魏时名始阳县)，

名山等10县。唐武德元年(618年)将临邛郡改为雅州。玄宗开元--．年(715年)置雅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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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辖严通、名山等16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卢山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雅

州，辖严遭、名山、百丈等5县(唐武德元年即公元618年从名山县分置百丈镇。贞观八

年即公元634年升百丈镇为百丈县，治地今名l山县百丈场)。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

至五代前、后蜀期间，名山、百丈仍属雅州，为永平军节度州。在北宋、南宋时期，雅州卢

山郡仍置，属益州路(嘉佑四年改为成都府路)，领严道、名山、百丈等5县。北宋熙宁五

年(1072年)，曾将百丈县改为镇，归入名山县，元佑二年(1087年)复为百丈县。元朝初

至明朝洪武九年(1376年)，名山、百丈皆隶属雅州。洪武十年曾将名山县撤销，并入雅州，

但三年后又恢复名山县。同年将百丈县撤销，并入名山县(名山县辖区，至此同定)，名山

仍属雅州。清雍正七年(1729年)升雅州为府，辖雅安、名山等5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雅州府改嚼建吕上川南道，名山县隶之。民国元年(1912年)废道制，以府、州、厅、县直隶

省政。民国二年又复道制，废府、州、厅，由道辖县。民国三年改建昌上川南道为建昌道，

辖雅安、名山等28县。此后为军阀割据的“防区"时期。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川划分为

18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名山县属四川省第十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九月新建两康省，名山县改隶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眉山县。蒋政

权垮台前夕，在我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的强大威力下，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发出通电，宣布川、康两省起义，名山县和平解放。建国初，名山

属川西行署眉山专区。1952年9月1日，撤销川西等四个行署区，恢复四川省的建制，名山

仍属眉山专区。1953年4月撤销眉山专区，将名山划归温江专区。1955年1月改划归西康省

雅安专区。同年10月撤销西康省，名山属四川省雅安地区直到现在。

名山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清咸丰九年(1859年)，云南起义军首领蓝大顺与

李永和率部出滇入川。蓝、李起义军纵横于川西、川北、川中等地，蓝部由丹棱入蒲江时，

名、蒲问响应者甚众，粥山县东区人何崇正父子，邓坪人张魁子，先后率众投奔蓝军。咸丰十

年(1860年)三月蓝军攻占名山，知县杜芳，弃城逃至永兴鱼王滩，为起义军张魁子所杀。

次年六月，蓝军另一支何崇正部，攻克蒲江县城后，乘胜直捣名山县城，知县胡寿昌慌忙窜

奔回龙寺，起义军进驻名山城达四十余天。以后，由于大批清军、团练增援反扑，起义军被

迫退走丹棱。蓝大顺的起义军，在名山转战虽然仅一年多，但给予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

沉重的打击，大长了劳苦群众的志气。

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3(农历十月十八日)分两路

进入我县。一路由雅安县的太平场和下里(原名楼子坪)公社越蒙山，进驻天盖寺，静居庵、

尖锋顶一带，并经永兴、前进，沿总岗山入车岭、马岭、联江。直达蒲江县的成佳公社。另

一路从雅安县上里(原名五家口)公社翻石碑岗，进入新庙、朱场，直插百丈、黑竹、治安

场，曾在百丈，黑竹一带开展了著名的百丈战役，与白军激战七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余人。

红军进入名山，曾在茕lll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组织，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等活

动，深得群众拥护，报名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不下三、四百人。红军在名山虽然只住了短短

的三个月，但其光辉业绩，确水远留在名山人民的心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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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t8年冬月，中共地下党人李维嘉、李安澜、用鼎文、周戈。呵、李jj麝等同志，先后来

到名山，宣传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次年十月下旬，组建川康边游击纵队名邛支队等武装组

织，十一月开赴邛崃、大邑，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阻击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为名山县的顺

利解放，立下了功勋。

(二)自 然 条 件

名山县地处丘陵，位四川盆地到川西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属《四川省地貌区划》之盆西平

原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557—1440米。县境以台状丘陵和浅丘平坝为主，为川西

南老冲积台地之一，边缘三面环山，总岗山横亘于东南，蒙顶山、莲花山等绵延于西北，惟

东面平坦开阔，形若“U"字，中间一分水线，东北诸水注入南河(邛崃)，西南诸水注入青

衣江。蒙山顶峰海拔1440米，总岗山顶峰海拔1142米，两山之间，浅丘起伏，岗坪相连，沟

冲参错，溪涧网布。全县丘陵占总面积的64．3％，平坝占22％，山地占13．7％。

1980年全县有耕地264961亩(田189204亩，地75757亩)。近19万亩田中，梯田约占

45％，坝田约占30％，坪岗田约占25％。土壤质地是t砂土占2．92％，壤土占81．3l％，粘

土占13．68％，砾质土占2．09％。从土壤酸碱度看；酸性土占7．52％，微酸性土占63．09％，

中性土占18．53％，微碱性土占7．52％。林地299888亩，占幅员面积的32．4％，森林覆盖率

约占25％，以马尾松居多，杉树次之。矿产资源芒硝、石膏等藏跫丰富。

境内气候温和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多年平均气

温15．5℃，一月均温5．3℃，七月均温24．5℃，大于或等于10℃的有效积温4792．9℃。无霜

期298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510毫米。阴天多，日照少，蒸发量1029．6毫米，平均栩对湿

度82％，全年日照时数为1053．5小时。早春多寒潮，秋季多绵雨，春末夏初多干旱。主要灾

害性天气是干旱和寒潮，其次是暴雨、大风、冰雹和洪涝。我县雨量虽多，但分布极不均

匀，汛期最多，冬春最少。7～8月常出现风灾和洪灾，立夏前后至夏至之问的60天左右，

常发生干旱。河溪虽多，大多发源于境内，既短且小，东西分流，稍遇干旱，往往断流，影

响大春作物栽播。境内较大的河流有三条，皆有灌溉、发电之利。名山河(亦名蒙水)发源

于雅安县下里公社的王家山，从城东公社鸳鸯桥入境，流经蒙阳、紫霞、城西，永兴、红岩

等六社、镇至五显嘴与延镇河相汇，经雅安县合江公社水口流入青衣江。河长约52公里，其

中县境内长度38公里，河床宽10----40米。年平均流量每秒6．51立方米，最枯流量每秒1．98立

方米，最大洪峰每秒达1434立方米，主要支流ll条。延镇河(又名车岭河)发源于县城东部

的马岭、双河公社交界处的黄泥沟，沿总岗山麓，经双河、车岭、前进公社至红岩公社的五

显嘴与名山河汇合，流入青衣江。全长28公里，河床宽5-'--30米。年平均流量每秒4．35立方

米，最估流量每秒0．68立方米，洪峰流量每秒968立方米，主要支流3条。临溪河(县境内

又名百丈河)发源于本县万古公社石桥河附近，流向东北，经红光、新店、中峰、百丈、黑

竹至茅河公社的两河口流入蒲江县境。全长约37公里，河床宽5"-'-'25米。平均流量每秒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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