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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名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地名凝结了历史的人文特征，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反映了
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俗风情等多个方面的演变。
　　地名文化，是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是文化延续和传承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委员会议已正式提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保护地名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共识。
研究地名文化、发掘地名文化、传承地名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保护、开发、利用好这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一个地名的产生、传播和延续，隐含着地与人、地与物、地与事的种种关系，由此衍生出了很多
地名故事，诸多典故、成语、传说都与地名直接相关。
可以说，每个地名的命名，总有它不同寻常的由来和含意，每个地名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
地名故事，已成为地名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对地名的考究和命名，源远流长的地名故事是很重要的参
考和依据。
　　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积淀。
早在4000多年前，就形成了以“三星堆文明”和其后的“金沙文明”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
秦朝以后，四川逐渐融人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川省的成都、阆中、富顺、泸县等60多个市县都有着千年以上历史古地名，千年古镇、古村星罗棋
布；巴蜀文化、三国文化、红军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地名文化积淀深厚；一些具有民族特点和蕴涵
浓郁民俗、民风、民情的地名特色鲜明。
民俗、发展和演变等就更多了。
秦王朝统治四川后四川地名文化是巴蜀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瑰宝，众多地名的由来和演变，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四川历史的演绎过程和四川人民的思想与追求、道德与观念的变化过程，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
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
大量的关于地名来源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妇孺皆知、代代相传。
四川地名故事，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与社会发展一脉相承。
　　为深入挖掘四川省的地名文化资源，使地名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由四川省民政厅
组织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编撰的《四川地名故事》，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四川省地名
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
该书的出版发行，凝聚着全省地名工作者的心血，对弘扬地名文化，引导地名文化的健康发展，有着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本书的出版发行，是深入挖掘四川地名文化的一个好的开端。
四川地名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并非一本书所能涵盖。
今后，我们将继续深入挖掘和弘扬地名文化，为传承和保护地名文化资源，促进地名事业的健康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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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地名故事》一书由四川省民政厅组织全省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编写，由中国
社会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由黄明全编著的《四川地名故事》旨在深入挖掘四川省地名文化资源，使地名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
该书为16开本，图文并茂，共30余万字，收录全省21个市（州）281篇地名故事，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
四川省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
该书的出版发行，凝聚着四川省地名工作者的心血，对弘扬地名文化，引导地名文化的健康发展，有
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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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都　　千年古县新津　　新津于北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建县，迄今已有1452年。
不过，新津得名还要早于建县，时间约在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并有一段历史故事。
　　新津位于成都以南约40公里处，南达眉嘉平原，西通康藏，是成都南路的一个交通节点。
这个交通要口缘于河流的走向，岷江流到都江堰，分成内外两江，外江（金马河、羊马河、杨柳河）
及南河、西河流至新津汇合，再流到彭山江口与内江合流，所以常言说新津五河相聚。
东汉以前，成都通眉嘉平原，水陆两道皆不经过新津，而是走位于彭山江口的岷江汉安桥。
但当时走汉安桥很不方便，百姓深以为苦。
这一交通状况后来在李严任犍为郡守时得到改变。
　　相传某年夏天，江口镇江水暴涨，汉安桥冲毁，舟船不渡，交通断绝。
此情此景令李严十分忧愁，年年这样恐怕不行，得想法开辟新的渡口。
可新渡口又开于何处呢？
李严心头郁闷，于是在一天午时来到江口街头散心。
刚走到街中央，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双腿席地盘坐为人占卜，遂上前围观。
老者占卜很特别，其人并不言语，只是以面容微笑、悲愁来显示吉凶。
李严想：这也太玄乎了，便欲转身离去。
孰料，老者开了腔：“官人且慢，不就是开辟新渡口的事吗？
”李严闻之大惊：这老者怎知我心事？
遂上前欲问个明白。
老者并不多言，只冷冷抛出一句：“县北江岸有仙山，风光旖旎美天津。
”说完老者飘然离去。
李严赶紧追问老者家在何处？
“平冈治。
”老者应答声细若轻风，并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李严明白，今天巧遇仙人李阿真人了。
（注：李阿真人传为汉时神仙，在新津县北的平冈治升仙。
）　　别过老者，李严随即带上亲随，策马沿江北行。
不多时分，便来到今新津南河岸边的修觉山下。
此地几条大河交汇，江流平缓，实在是一个绝佳的渡口。
可是一望身旁的修觉山，李严心里便凉了半截。
修觉山矗立江边，悬崖峭壁，犹如万仞摩天。
要开渡口，必得从山脚打凿出通道，联通东西方才行。
可这巨大的山体，这陡峭的岩壁，何年何月才能凿开？
“天绝我也！
”李严长叹一声，陷入茫然。
　　就在这当口，江上传来一声渔唱：“水克火哟，难相容。
水火相交哟，挟千山。
”李严循声望去，见空阔的江面上，一渔人身披蓑衣怡然摇桨。
“水火相交挟千山。
”李严默念了几遍渔人的歌谣，猛地喊道：“有了，就在这山下开新渡口。
”原来，水火虽相克，可是火烧山石，再以水浇之，山石因热胀冷缩的作用会爆裂开，如此开凿山石
则大为容易。
凿山工程就此展开。
建安二十一年，山脚通道凿成，形成一个新渡口，谓之为“新津”（津者，水渡也）。
　　从此，成都通眉嘉平原的另一条新通路开辟出来。
新渡口日益繁荣，终于公元557年设置了新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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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建县后立刻成为成都南路的重要交通口岸，因五河汇聚，新津又成为岷江中游上的水运枢纽。
大抵因为交通的重要，新津自建县起到今天，县名一直没有变动，所以，新津为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县
。
　　（朱鸿伟）　　天回镇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位于成都市区北部。
天回镇因地处天回山脚下而得名，而天回山之名，有一段传奇故事。
　　相传在远古时候，天堂里有个辛勤的园丁叫杜宇，他三十来岁，身高七尺，浓眉大眼，勤劳勇敢
，聪明好思，是一个誉满天庭的英俊青年。
　　有一天，园丁杜宇挥动月锄，为御花园松土。
他正干着，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打算将西山王母娘娘后花园的蟠桃树，移一株到御花园以解众仙之馋
。
于是，他把这一想法向玉皇大帝禀报。
玉皇大帝不仅赞赏这个大胆的想法，还赐给他一匹金鬃马，让他去移栽一株蟠桃树。
 杜宇骑着金鬃马，心情激动地向西山奔驰，只听到马蹄声声，罡风阵阵，转眼问已行程过半。
刚到一小山巅，忽然马立人仰，惊马嘶鸣。
杜宇一看，怎么也没有想到，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他急忙悬崖勒马，想探个究竟，只听到一声山崩地裂的轰响，霎时电闪雷鸣，人和马同小山都直往下
沉。
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就身不由己地坠入万丈深渊。
　　原来杜宇在驰向西山的半途中，正遭遇共工与颛顼争夺王位，战于不周山前，把支撑天庭的大柱
打断，苍天出现裂缝，碎片纷纷落下，坠落在如今的成都平原上。
渐渐地，这里堆成一座小山，山形十分奇特，好像一个尚未收敛好的肚脐形状。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天马已经殒命，杜宇却大难不死，他挣扎着站起来，大喊三声。
山下的土民被这景象惊呆了，倒头便拜，称他是天堕之神，并把他降落的小山称之为天隳山。
杜宇从此留在人问，后来称帝于古蜀国。
对这神话传说，汉代的扬雄在《蜀记》中写道：“以杜宇自天而降，号日天隳”。
　　天隳山的称呼一直沿用下来，到了唐代，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幸蜀，曾驻跸于此山，自居易
的《长恨歌》中有“天旋地转回龙驭”之句即指此地。
自那以后，因唐玄宗幸蜀返跸经此，人们改称天隳山为天回山，山下的场镇也由此而得名为天回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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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人文积淀。
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形成了以“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
　　《四川地名故事》收录全省21个市（州）281篇地名故事，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四川省地名的产生
、发展和演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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