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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老成都地名
系列⑤

你知道2024年是什么年吗？是龙年。在中国，龙不仅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

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四川，有不少与龙相关的地名和故事。通过中国·国家

地名信息库查询，四川含“龙”字的地名多达156个，光成都就有17条街巷与龙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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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作为中华民

族的图腾，其形象广

泛应用于各种活动

和艺术形式中。在

中国，与龙相关的活

动和非遗项目数不

胜数，展现了龙文化

的博大精深。

舞龙，俗称舞龙

灯，起源于汉代，最

初作为祭祀祖先、祈

求甘雨的仪式。随

着时间的推移，舞

龙逐渐演变成一种

文娱活动，并在各

地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表演形式。龙舟

竞渡，是中国端午

节 的 重 要 习 俗 之

一。龙灯，是元宵

节等节日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四川自

贡等地每年都会举

办盛大的灯会，融入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民俗风情。

华西都市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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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龙”有关的地名，
你知道吗？

四川山川秀美，地势多

样，许多地名因山形水势酷

似龙形而得名。从北到南，

如云龙、青龙、黄龙、金龙、

转龙等地名，无不透露出人

们对龙的崇敬与向往。在

地名命名过程中，人们往往

结合地理位置、人文历史、

民间传说等多方面因素，使

得龙的地名充满了诗意和

故事。

南充市嘉陵区有个龙

岭镇，因当地山形蜿蜒曲

折，形似卧龙，得名龙岭山，

以山为镇名；绵阳市盐亭县

九龙镇因周围有九座山峰，

其走势如龙故得名“九龙”；

望龙镇位于泸州市合江县，

长江经此出川，有望江似龙

奔流到海之意。这些地名

如同大自然中的龙，腾跃于

山川河流之间，充满生机与

活力。

除了以地形命名，还有

一些地名的由来充满趣味

故事。泸州市龙马潭区的

名字就来源于一个关于

“马化龙入潭”的美丽传

说。相传在唐朝时候，有

个叫王昌的人，在梓州（今

绵阳市三台县）遇到个放荡

不羁、无拘无束的神仙，王

昌有机缘，遇到了就得了

道。神仙把王昌用有仙气

的马儿送回泸州老家，到

了以后，马就跳到当地一

处水潭，化作龙，而王昌也

成为仙人。

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
景台景区航拍图。 图据视觉中国

成都地铁龙爪堰站。叶红 摄

位于成都龙潭寺片区的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
龙潭工业机器人产业功能区供图

与“龙”有关的地名，成都人最

熟悉的当属龙泉驿区，位于成都市

东部，它是如何得名的呢？龙泉驿

这个名称在明朝时才正式出现。据

民间传说，在龙泉山脉中段，有一山

（长松山左约2.5公里），当地人称为

“龙王山”，山间有一泉井，叫观音

泉，当地人称为“龙口井”，井里常年

涌出清澈的泉水，百姓认为那是龙

吐出的水，于是将此山称为龙泉山

（乾隆五十六年简州志有记载），将

王店镇改为“龙泉镇”。“驿”是古代

官方的运输通道和传送公文的道

路，在这个通道上，有一个一个的节

点，是换马加料的一个站点。古时龙

泉驿是成都出东门最大的一个驿站，

因此逐渐形成了“龙泉驿”这一地

名。龙泉驿不仅历史悠久，还流传着

许多关于“山上有龙”的神话故事。

龙潭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历

史悠久。民间相传，其由来与三国

时期的蜀汉皇帝刘备之子刘禅紧密

相关。三国蜀汉时期，当时还是太

子的刘禅十分贪玩，有一天他骑马

路过今天的龙潭寺地界，看见一群

小孩在水潭中戏水，便也入潭中游

玩。后来刘禅称帝，人们便将此池

命名为“龙潭”，而龙潭右侧的寺庙

则得名“龙潭寺”。

青龙街，位于成都青羊区，它的

得名与一座名为青龙桥的桥有关。

相传，唐玄宗年间担任成都最高长

官的章仇兼琼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

梦，梦见了水中的龙女，于是就在洗

墨池边修建了一座祭祀龙女的龙女

祠。到宋仁宗时期，地方官又将龙

女祠扩建为龙女堂，在龙女堂左边

一条小溪上修建了一座小桥，并按

古代星宿四象的传统称呼（左青龙、

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取名为青

龙桥，青龙桥一旁的街道则被命名

为青龙街。从此，青龙街这一街道名

称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成都还有龙井村、龙爪

堰、龙须巷、青龙桥等等带“龙”的地

名，一口气还说不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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