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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禁门关新建的两座石拱大桥近景

横跨于天全河、泶经河上的两河口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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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垒历史悠久，早在四，

_五千牟稍已有人类聚居。左
目为城厢公牡苦蒿山、抛】：日

公社新中大Ⅳ。和乐蒺岔性乐
坝大Ⅳ、出土的石器。

下图(左)为红军长征时
留下的石刻标语(理在乐英

小学内)。

右下图为矗立于，禁门关
西的F禁门关铭X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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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和改

变．我县历史悠久，累经变迁，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更替，在地名上也出现了不少问

题，如重名．多名、一名多写、寓意含混和用字生辟不当等，致使某些地名混乱，长期

未获解决，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从

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

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原则，报经雅安地区行政公署和县人

民政府批准，对原重名的三个公社，十七个大队和以序数命名的十八个大队作了命名．

更名．同时以l·5万地图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1104条，其中：删去了不复存在的

地名l条，纠正了错位2l条，错音94条，错名50条，更名20条，新增38T条，基本上达

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

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区．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

统，整个成果又经验收核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我们在上级指导下，将

全县地名普查主要成果，汇编成《天全县地名录》，使之能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均为有关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

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夫全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九月

I『L-Ir．．．。．，。．f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天全县概况

天全县位于四川省雅安地区西北部，面积2461平方公里。地处东径102。16 7一一102。

55，，北纬29。497一一30。217。县境东至飞仙关，与雅安．芦山接壤；南同荣经毗连；西

至二郎山。，菩萨山，连接甘孜藏族自治州沪定、康定两县；北与宝兴为邻。据《天全州

志》载：因境内有天全山，又以多雨，在古大小漏天之间，旧名。漏阁。，俗称。天

漏一，易。漏1为。全’，故名天全．1980年底人口12．7万，比1949年增长57叻．其中

农业人口11．‘万，比1949年增长6l％。全县行政区划，计：一个镇，23个人民公社，139

个生产大队和855个生产队。县治在城厢藻，位于成都以西189公里处，东径102’45’，

北纬30。017，海拔高度770米．

一，历 史 沿 草

彳∥少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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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高，杨二土司之始，自此沿袭不绝．

时，王建．孟知祥据蜀，高卜锡之孙高阁藏同杨端后代杨夹矢二氏率众归附，

．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于碉门，属雅州．宋改和川镇为

仍属雅州．苏老泉曾携二子东坡，子由赴雅州谒太守雷简夫，游碉门．碉门曾

，毁于南宋，后依山为栅，屯兵戍边，司署设今城厢镇军城．元代初，至元二

1265年)，置碉门、黎，雅等处安抚司，属脱思麻路，并授安抚使高保四虎

碉门．后改六番招讨司，设今城厢．又分置天全招讨司，设今始阳．

，朱元璋遣付友德平蜀，土司高国英降．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高国英遣

赴南京朝觐，遂以天全为衔，六番为次，合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高国英

，设衙署于始阳；杨藏卜为付招讨，设衙署于今城厢军城，统率木坪、鱼通、

道，咱里．大霜，隶属四川都司．所辖区域东至飞仙关，南至荣经罗家坝，西

坪，东北接邛州．明末，张献忠遣义车孙可望部西进至飞仙关，土司高跻泰，

明率军守多功，杨之明战死，部将徐州汉卿等击败义军，故未入境．

洽九年(公元1652年)，土司高跻泰赴北京归附，仍袭原职，以高跻泰为正招

明子杨先柱付之，属建昌道．康熙壬午(公元170／-年)，付招讨从征有功，加

司．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朝庭从川陕总督岳钟琪议，废高．杨二司，改

置天全州，州治设今城厢镇，并于始阳设分州，属雅州府．高．杨二司统治天

相袭，白唐，宋以来，达七百年之久，至此结束．

1911年(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全川震动，天全人民积极声援，成立同

虚乎．胡承宣等在县城承宣桥拦截州官王淦，迫使承认同志会．旋组织武装，

治安，响应雅安等地同志军，并参与阻拦清军付华封部的斗争．民国建立，大

督府委刘云侠为首任县知事．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废州府

天全县，属建昌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废建昌道改

属第十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西康建省，

区．

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于六月初进入天全

仁义(即十八道水)、老场等地转芦山，宝兴，越夹金山北上．

军南下，由泸定岚安入境，与川军激战于城郊大岗山、禁门关一

棋，袁镛等部停留县内一百天，打土豪．分田地，在大部份地区建立红色

初，离境北上．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12月7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

放．土地改革前后，将原所属太平，大川．双石等地划归芦山县，灵关等

县．1955年又将铜头划入芦山县．天全解放后属西康省雅安地区．

二， 自 然 条 件

天全县地处I舀)sl盆地西部，邛崃山脉南段，属于高山丘陵相兼地带．

(2)



稀，山高坡陡．境内群山耸立，大小山脉纵横交错，多为南北走向。有著名的二郎山．

金棚山、杉木山、菩隆山．马鞍山等。其中以月亮弯弯岗最高，海拔5150米．全县地势

西高东低，最低处为多功坝，海拔600米，高差达4550米．县境内高山峡峪，河流湍急，

水利资源极为丰富。河流属岷江水系．境内有天全河，昂州河，芦山河，拉塔河，白沙

河．荣经河等．主要河流为天全河，自西向东，纵贯全境，于飞仙关与芦山河汇入青衣

江． 、．

天全县地处横断山区，在活动性断裂带上，易受地震的影响．由于地形特殊，气候

复杂，西部与北部重重大山较为寒冷，乐英．始阳坝子较为干燥．总的气候属亚热带湿

润气候，特点是温暖多雨，冬春干旱，夏秋洪涝，旱涝交错，还有大风、冰雹。干旱等

灾害性天气．虽气候温和，但雨日天数达238天，为全国之最．旧称。漏阁”，。天漏”，

阴雨连绵，日照很差，春寒多，秋季低温早．全年平均气温为15．1。C，极端最高温为

33．7。C，极端最低温为--3．5。C。一月最冷，平均为5．1’C；七月最热，平均为2●．1’C．

全年稳定在10。C，以上的积温达4650．3‘C．天全雨量丰富，全年降水量达1802．2毫

米．雨天多集中在5一一lO月，尤以7一一9月最为集中，约占全年降雨量的百分之五

十五点七．全年相对湿度83％。全年日照时数仅865小时．无霜期283天．

县内岩石与地质极其复杂，主要种类有花岗石、石灰岩、片岩．沙岩、页岩、石英

岩、砾岩等．由于地形，气候差异很大．岩石的风化及其成土差异也较大。在始阳．城

厢附近多为冲积土．河沙土，白鳝泥等．而在峡峪与台地多为石砾子土(石窑土)、石

沙土和小黄土．土层深度l一3尺．土壤多为中性一一微酸性一一酸性，土壤酸碱度为

5．O——7．5．

天全属雅安地区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县．除高山和远山区较完整为原生植被外，大

部均为次生植被。有林面积为86456公顷，森林复盖面积为全县面积的36．11％，多分布

于西部高山．主要树种有冷杉．云杉，铁杉．栎类．桦木、漆树、楠木，珙桐等．海拔

5200公尺以上为高山针叶林，主要为阴性常绿叶林冷杉．云杉组成。海拔1500至2400公

尺为常绿阔叶混交林带，向上过渡为高山针叶林，向下过渡为常绿阔叶林，主要有铁

杉．多种漆树．栎树，柏树，青杠，珙桐。常见植物有自家竹，斑竹，蕨箕草，大茅

草．马桑．山核桃．合欢、榛子，扁竹叶等。西部大森林中，还生长有大熊猫．扭角

羚．白唇鹿、苏门羚．小熊猫等珍贵动物，以及贝母鸡、黄连鸡等珍禽．

矿产资源主要有硫铁矿，磷矿、煤矿，．铁矿．铜矿等。以煤矿．硫铁矿蕴藏量最

为丰富．

三、经 济 概 况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4154万元，人平327元。

农业：

全县现有耕地面积157483亩(按农业人II平均1．36亩)，其中水田50455亩，占

38．1％，旱地98028亩，占61．9％．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小麦次之。还有豆类，

(3)



洋芋，红苕和其它杂粮．其中水稻产量占粮食总产的37．1％，玉米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46．9％．

解放前，县内烟匪遍地，农业生产十分落后，耕作粗放，加上大部份土地种植鸦

片，粮食产量低下，口粮靠外地输入。解放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水利水电方面，过

去仅有五公里长的天全渠一条，灌溉二千多亩，现已建成始阳水库，容量70万立方米，

双雁窝水库容量30万立方米．新修水渠有东风堰、宁康堰，河西堰，龙岗堰、合作堰，

九村堰等，共长9l公里．1958年以来，新建大小水电站78个，有发电机85台，发电量

3350千瓦。机电提灌25处，抽水机45台。总共有较灌溉面积为47509亩，保灌42130亩，

比过去增加二十多倍。农业机械也有发展，现有拖拉机zlo台。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

全县粮食已连续七年增产．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1．2502亿斤，为1952年的2．84倍，

人平产粮1097斤，为1952年的2．05倍。

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茶叶以及蚕茧．烟叶．干笋．蘑菇、猕猴桃等，尤以边茶闻

名。同时，还盛产药材，名贵的如牛夕，天麻等．、， 。

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了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全县1980年农工

副业总收入达到2074万元，为1952年总收入的2．36倍。其中多种经营收入809万元，1952

年无此项收入．油菜产量167万斤，比1976年增加一倍半．生猪发展到l●万头，为1952年

的‘．67倍．茶叶产量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400多担．成片造林5270亩，比1976

年增长11．9％．社队企业由1976年的33个，增加到139个，产值由32万元增加到325万

元，增长了十倍以上．

工业： ，
·，

解放前，全县仅有一个手工操作的茶厂，职工不过四十人．同时还有几处小煤窑，

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逐步兴建，面貌一新。197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604万元，比1952

年的27万元增长二十一倍多．1980年工业总产值上升到12271500元，又比1975年增长一

倍多．主要厂矿企业有茶厂、昂州煤矿．磷肥厂．硫铁矿，伐木场，电厂，水泥厂．机

械厂，汽修厂，水厂、酒厂等．近几年来，社队企业蓬勃兴起，由1970年的33个，增加

到139个，产值由1976年的32万元，增加到325万元，增长了10倍。

交通： ．．

解放前，天全交通闭塞，全县仅有一条东西过境的康藏公路长110公里，1939年

修筑后即到处崩塌，无法使用。解放初修复，正式通车．1958年至现在，先后修筑了铜

安路．天新路，天老路，天大路．铜柑路、思鱼路等乡村公路75公里和两河口至伐木

场、两河口至昂州河、脚基坪至打纸塘等工矿公路：新建了禁门关，两河口一，二号桥

和伏龙桥四座大桥，加上各类永久式拱桥，共60座，通车里程已达262．4公里(其中乡

村公路168．4公里)．除前阳公社外，其余22个公社都通汽车，其中有13个公社通客车，

三分之一的大队通拖拉机．现在全县“个单位有汽车90台，小汽车8台，拖拉机210台，

初步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加强了社会主义建漫步伐．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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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全历代以产边茶闻名，自宋以来，曾设茶马市．解放前，生产凋零，农民被迫种

植鸦片．烟土充满集市，正常贸易仅以边茶为主．解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供销和商

业机构不断下伸，扩展，商业网点遍布城乡，购销渠道畅通，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截

至1980年，全县有各种商业和服务机构372个，经营和服务人．员1268人．社会商品另售

额达1941万元，比1978年增长43．8％。边茶。牛夕．竹笋等特产外销，闻名国内外．

四、文教卫生事业

解放前，全县仅有中学和简易师范校共三所，在校学生1949年仅540人：小学八所，

在校学生1200人．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7％．现有

完全中学二所和初中四所，学生6977人，比1949年增长ll倍；公办和民办小学129所‘其

中公办66所)，学生24878人，比1949年增长19倍．文化事业有县文化馆、新华书店，

县电影公司等。城内有影剧院l所，农村有公社影剧院2所，公社文化站5个，社办电

影队18个，工矿电影队6个．广播事业方面，有电视差转台一座，县至各公社均架有有

线广播，公社至各大队、各生产队．以及社员家中均装有广播喇叭，形成较完整的有线

广播网．

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仅有县卫生院一所，无病床，医务人员七人．现有医院

2．1所，病床355张，医务人员540人．还有大队合作医疗60处，赤脚医生89名．县上早已

建立卫生防疫站和血吸虫病防治站．在血防工作上，已有8个公社．21个大队达到了省

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验收标准．

五、名 胜 古 迹

我县在城厢公社苦蒿山，始阳公社兴中大队和乐英公社乐坝大队均发现大量的早期

文物石斧、石片，属新石器时期遗址．县内的名胜有：

古碉门．在县城西，又名禁门关．自汉以来，为边防f-jp，历代均屯兵驻守．现存

《禁门关铭》碑一．

二郎山．在县城西85公里处．气势雄伟，景色别致．以歌曲《歌唱二郎山》而闻名

于全国．

燕子岩。在前阳公社．山势陡峻，山巅有巨石若臂，石笋凌空，蔚为壮观．

革命纪念地和名胜概要，另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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