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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历史资料汇编。其内容包括县，

公社(镇)、重要的专业部门、名胜古迹和主要人工建筑物，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概况，各类

标准地名3120条，县、公社(镇)地名图和照片6 3幅，并附有部分地名命名，更名通知。

本录是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以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反复查核、修改，增删编

写而成的。对原有地名，尽量保持稳定，可改可不改的一律未改。非改不可和无名，重名

的，作了命名，更名，基本上做到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

本录的出版，为新闻、出版、公安，民政，邮电，交通、文教、水利、测绘，科研，国

防等有关部门提供较为完整、可靠，标准的本县地名资料，直接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

务，是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必备的地名工具书。
。

本录是根据国务院1 9 7 9年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

1 9 8 0年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作了标准化处理，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编
?

辑出版的标准地名目录。今雷各级行政、企事业单位使用地名，凡与地名录地名不一致的，

一律以地名录的地名为准。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按照有关规定，报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审核，经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生效，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任意更改地名。

本录中《旬容县地名图》因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概况中耕地面积是1 9 8 1年底

县统计局上报数。行政区划和人日是1 9 8 2年7月1日人口普查统计数。其他资料均截止

1 9 8 1年底。山的高程是采用1 9 6 6年黄海高程系，其他高程均为吴淞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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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容 县 概 况

句容县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在南京东南，与南京相距4 5公里。北部濒临长江，东与丹

徒，金坛县毗邻，南与溧阳，溧水县交界，西与江宁县，南京市郊区接壤。地理座标：东经

118。577q19。227，北纬31。37’一32。12 7。总面积1378．8平方公里，人口5 5万余人，其

中回族5 8 2人．蒙族1 9人，满族1 8人，苗族5人，藏，壮，侗、白族各1人，余均汉

族。设1个县属镇(城镇)、2 2个公社，辖1 1个居民委员会，3 4 5个生产大队，有

1 5个县属国营场圃，6个县属矿．4个自然镇，1 9 9 2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城镇人

民路。
。

、。

旬容源于句曲山(今茅山)，山形如膏已"字，勾曲而有所容，名日句容，又名句曲，

勾容。清光绪年问尚兆山所编《赤山湖志》称：县境东、南，北三面环山呈“勺’’形，“勺’’

上之水流入赤山湖，湖如口，四岸有所容，故日句容。这是根据境内山水特点对“句容"二

字的又一种解释。 ～j．

句容县历史悠久，从境内浮山果园土墩墓等处出土文物推断证明，约在五千年之前·我

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开拓生息。县东南有一座句曲山(今茅山)，名闻遐迩。清光绪《句容县

志》记载，夏禹王登句曲山，以朝群臣，日会稽。西周古公长子泰伯采药于句曲山。春秋吴

王夫差(于公元前4 84年)筑梧园官于句曲。秦始皇3 7年(公元前2 1 0年)东游会稽，

回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双，遂改北垂为良常山。 、

句容县名，始于公元前1 2 8年·汉武帝封长沙定王刘发之子刘党为句容侯。西汉元朔

元年(公元前1 2 8年)以旬容置县，隶丹阳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县)。晋仍旧置。隋改

隶扬州。唐高祖武德3年(公元6 2 0年)，以句容、延陵二县置茅州，6年(公元6 2 3

年)句容隶扬州，9年(公元6 2 6年)句容隶润州(今镇江)，乾元元年(公元7 5 8年)

隶舁州(今南京)，．上元2年(公元7 6 1年)隶润州，光启3年(公元8 8 7年)复以句

．
容、上元、溧水，溧阳四县置舁州。宋真宗天禧4年(公元1 0 2 0年)改句容为常宁县，

不久复为句容县，沿用至今。
』

。句容是由古长江冲积而形成的，地形由于地壳运动，逐步由南向北抬高。史志记载。
：

“九华山(原名九子山)先隐而后现，始于晋，至宋朝全貌方见"。自然村庄也同样由南向

i摹、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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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发展·清乾隆县志记载的4 3 2个村，现初步查明，有7 0多个村始于唐朝以前，均座落

在县南部，其余一些村庄．一般是宋朝，一些宦官家族和庶民南渡以后发展而成·人口数字

据范文澜同志所编《中国通史》记载，战国时代万户大邑(县)到汉初仅存二、三千户。而宋

景定志所载句容户口实数为22370户，50130人。元至元2 7年(公元1 2 9 0年)抄籍户口

为34814户，214790人。明永乐间(约公元1 4 0 3年)实数为36089户，205717人·清同

治初，由温州、台州、安庆等处棚民来句容垦荒为农。光绪1 4年(公元1 8 8 8年)，荆

州、豫州客民来浮山，方山、历山、丫髻山、瓦屋LLJ一带开垦种植。解放后，由于农副业生

产的发展祀水利等建设的拆迁，新建了一部分自然村。1 9 8 2年普查统计，全县有4个自

然镇，19 92个自然村，134214户，550037人。

句容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太平天国时，句容为天京的东南大门，由东王杨秀清率

领太平军驻句容及茅山，天王．郭庄等要隘。北部沿江下蜀、仓头、桥头首当其冲，是清军

必争的要地．句客人民和太平军奋战清军，句容城曾被太平军两占两失。

l 9 2 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句容较早受到马列主义影响。1 9 2 7年1 1月先后发

展6个党员。建立了党小组。1 9 2 8年3月发展】7个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后遭到破坏。

1 9 3 2年再次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5人，成立特别党支部，但又遭破坏。此后直到抗日

战争爆发，陈毅同志于1 9 3 8年6月，张鼎丞同志于同年7月，先后率新四军一．二支队

挺进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重新建立了党组织。1 9 3 8年1 1月，开始组建中

共句客工委，1 2月组成中共句容县委。在此期间，陈毅、张鼎丞，粟裕．邓子恢等领导同

志，均曾活动于句容境内。发起卫岗．新塘、句容等战斗，指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旬容县地处宁镇，茅山山地，三面环山。东、南，北部高山起伏，境内有大小山1 5 9

座，其中主要有大华山，宝华山，九华山，铜山，武岐山．仑山，高丽山，茅山、方山、

丫髻山，瓦屋山等。北部大华山高程为4 3 7．2米．东部高丽山为4 2 5．7米，南部丫髻山为

4 1 O．6米，其余一般均在200--400米左右。山下是丘陵岗地，山区丘陵成为诸河发源地和

分水岭。北部便民河，大道河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占总流域面积11．8％I东部洛阳河，

流向太湖属太湖水系．占19．8％l中部南、中，北河流经赤山湖与句容河、汤水河汇合流入

秦淮河，属秦淮河水系，占68．9％。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称。

全县总面积1378．8平方公里。其中山区3 2 9平方公里，丘陵874．7平方公里，圩区

175．1平方公里。境内土壤分布，沿江一带冲积平原和圩田以青沙土为主，丘陵冲田大部为

· 2 ·



青泥土和马肝土，丘岗地以黄土和自土为主，村庄附近主要为黑沙土。全县属凉亚热带，气

候温和，年平均温度15．8"C，最低温度一9℃，最高温度38．5"Co年平均降雨量约在1000毫

米左右，无霜期约2 2 0天。

经济以农业为主，总耕地面积72．72万亩，其中水田65．08万亩，旱地17．64万亩。由

于境内山丘起伏，各河流上下游高差大，坡陡流急，易受旱，洪，涝自然灾害的威胁，农业

产量较低。解放后，大搞水利建设，以引、蓄为主，从1 9 5 2年到1 9 7 9年全县兴建长江

提水站、赤山提水站各一座，水库6 1座(中型7座，小型6 4座)，开挖拓浚大小河道

2 7条，’计长124．5公里，加高加固江港圩堤，大力兴修塘坝和涵闸，发展了机电排灌工

程，并进行平整土地，沟渠建筑物配套等农田基本建设，现已基本达到能弓I、能排、能灌。

有效灌溉面积达5 5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7 6％。农作物以稻、麦为主，还有棉、豆、油

料等o 1 9 7 9年粮食总产达5．2亿斤，为1 9 4 9年的3．7倍。畜牧业发展较快，现有

猪l 8．5万头，牛1．7万头，羊3万头。

宜林面积891000亩。其中有林面积803000亩，主要是用材林，植有杉，松、杂，毛竹

等。木材蓄积量4 2万立方米。经济林有茶，桑，果木等，1 9 8 1年茶叶产量1万多担，

蚕茧产量4 0 0 0多担。还产有多种药材，以茅山苍术，太子参为佳。

县内矿藏资源较为丰富，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解放前，全县只有几家

私人办的布厂、印刷厂，油米厂和几十个铁，木，竹等个体手工业。解放后到1 9 8 0年，

城乡厂矿企业单位已发展至0 2 5 0个，其中县办工厂6 0个，社办工厂1 9 0个。主要有钼

精砂、硫，铜．铁，煤，石灰石矿及水泥，化肥、机械、纺织、地毯、皮革厂等。1 9 7 9

年工业总产值93】4万元，比1 9 4 9年增长4 4倍。钼精砂为耐高温的重要工业原料，

价值昂贵，全省独一．地毯，翻斗车列为省出口商品，1 9 8 0年在省内首创无机染料钼铬

红产品，整个工业在稳步发展。

交通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县内只有宁杭，镇句，丹句，常溧4条公路，其中宁杭、
r

镇句两条公路可通客车，现在县内社社有客车通往，交通比较方便。北部地区有沪宁铁路，

宁镇公路过境。南北有宁杭公路贯串其间，连接7个公社。南部常溧(溧水)公路，由东向

西和宁杭公路交会于天王寺。中部向东有镇句公路，丹句公路，向东南有句石(石墩头)公

路，向西有句淳(淳化)公路，张谢公路，后郭公路，向北有句蜀公路和新大公路与沪宁铁

路相接，直达大道河口。全县计有公路2 4条，通往省，地和邻县，通车里程达3 5 0余公

里。水运有北部大道河六级港口，通往长江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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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来，句容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o 1 9 8 1年全县有高中1 0所，初

中4 3所，小学7 4 3所。中小学比1 9 4 9年增加了6 0 5所．其中I中学增加5 0所，

教职员工4727人，比解放初期增加9倍，在校学生达10．2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5．7

倍。还设有地区卫生学校和县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全县有2 6所医院，1个防疫站，1个

妇幼保健所，卫生技术人员1007人，病床1083张。各大队有合作医疗室。县有黄梅戏剧团

1个，城镇有影剧院2座，工人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广播站各1个·全县有电

影放映队3 4个，社社均有文化站．1 5个公社有影剧院，活跃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县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1．石狮，是南朝梁代(公元5 2 9年)南康简王萧绩

墓前石刻，2．隆昌寺铜殿，无梁殿，是明万历3 3年(公元1 6 0 5年)释妙峰奉旨创

建。另外，县级保护的古迹，有茅山的九霄万福官(顶宫)、元符万宁宫(印宫)、华阳洞等

处都正在整修。以供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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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城镇概况

城镇位于县境中部。镇四周为环城公社。全镇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1．4公里，总

面积1．3平方公里。镇内有6条路，4条街，2 2条巷，1 0个居民住宅区，3个区片。全

镇辖1个蔬菜大队，8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20400多人(含暨南农场人口数和菜农1000多

人)，其中回族l 9 1人，蒙族3人，苗族1人，满族5人，佘均汉族。镇人民政府设在人

民路。

句容城名源于句曲山(今茅山)，始于公元前1 2 8年置句容县。三国吴黄龙元年【公

元2 2 9年)，自武昌迁都秣陵(今南京)。吴赤乌2年(公元2 3 9年)诏诸郡县治城郭，

以防“盗贼艿，始建子城(相传从现在磨盘公社谷城迁此，为旬容城)。周围长3 9 0丈·

距今巳有1 7 42年。

城的范围于唐代开始扩大，乾宁元年(公元8 9 4年)，县令邵全迈移建县署于城北，

8年修筑东，西．南、北，自羊(今称北阳门)，上羊(今上阳村)六门。

宋代兴国年间于城内建崇明寺，竖立木塔，因岁月浸往，风雨凋蔽，于公元：1093年改

建石塔于寺前，为大圣塔，已于]970年拆除。该寺僧明庆募修石街，淳祜5年(公元1 2 45

年)知县张榘筑城门建楼，6年兴教寺僧觉先师募砌石街242丈。

元代，至大2年(公元1 3 0 9年)封绰和尔为句容郡王．王府设在马槽巷(原名舁仙街)，

轿巷、柴巷一带。至正8年(公元1 3 4 8年)砌西石路1 0里o ，

明代永乐、宣德，正统时期皆设杉木牌和各门连接为城。景泰元年(公元1460年)建城

门，4年(公元1453年)建石路，东西长8 9 6丈，南北长2 5 0丈。成化1 2年(公元1 4 76

年)重修，题城门匾。东门因迎春于东郊，故名宜春楼，西门地接南京都下，故名为朝阙楼，

南门因路通华阳．故名华阳楼，北门因路通大江，登可远望，故名为望江楼，白羊门因传说

茅山仙侣往来集会于此，故名集仙楼。．弘治3年(公元．I 4 9 0年)县令王僖相继以石筑台，

：．。 四门各建楼三间于上。嘉靖3 3年，(公元1 5 5 4年)知县樊垣筑砖城，周围全长7．8华里．

城墙高2．6丈，城垛2000多个，警舍2 4所，城设东、西、南，北和白羊门(今北阳门)，

城外挖护城河蓄水设六关。万历3年(公元1575年)巡抚宋仪望移镇开府，句容建察院，4

年巡抚视南门·见形势不利而堵塞，移稍左建飞楼于上，内建房三闻，存放戎器。

清朝康熙l 3年(公元1674年)重修旬容城时，题五门。东为太平门，西为致远门，南

为登瀛门，北为广运门，东南为华阳门【小南门)·从明洪武9年(公元1376年)起，旬容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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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十六乡，城内为坊郭乡，居城者为坊，辅城者为郭(小南门外沛新庄属郭)，坊郭名始

于宋、元之间．行政区划沿用至清末。

民国时期句容城为城区，以东西大街为界，大街以南为华阳镇，大街以北为崇明镇。

城镇地属丘陵，三面高．中间平坦，平均高程2 5米。镇东有五里墩(俗称东山)，南

有五里岗、兆文山，北有岗地，为镇的制高点，西部地势较低。水由北至东向南转西流入句

容河。镇是县的公路中心，宁杭、镇句公路交汇于此。汉时建城后，东通镇江，西往土桥至

南京。由于交通发达逐渐繁荣成镇，主要街道乱石铺面，坎坷不平，大小巷泥路狭窄。解放

前，全镇只有私人办的布厂，印刷厂、油米厂三个和十多家铁，木．竹个体手工业。

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城镇人民艰苦奋斗，新建了人民路、建设路，拓宽东，

西、南，北大街，铺筑了沥青、混凝土路面，整修大小巷道，安装了自来水和路灯。县、镇

两级党政机关均驻人民路。县图书馆，粮油楼是此路较高的建筑物之一，东段设有句客县中

学，县教师进修学校与之相对。建设路两旁有文化馆，体育馆，人民电影院、工会楼，溜冰

场等，形成一个文化区域。新华书店位于鲜鱼巷口，为镇中较高的楼房建筑。

东，西大街是全镇的主要商业区．西段有县医院，南大街有工程机械厂、食品厂、制革

厂、化工厂等形成了工业区，北大街是集市贸易市场，有百货楼、句容影剧院，第一招待

所、第二中学，地区汽车修理厂等，南段较为繁华。全镇现有地、县、镇工业、交通、财贸

企业4 5个单位(其中镇办企业9个)，共有职工12000多人。县、镇企业年产值5000多

万元，产品大都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服务，少数出口，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全镇现有幼儿园3所，，幼几678人，小学3所，学生1668人，中学2所，学生1420人，

全体敦职员工2 1 3人。句容县中学1 98 0年列为省的重点中学。还设有县教师进修学校和

地区卫生学校各1所。镇内没有县、社医院2所，1个卫生所，分科治疗，共有床位3 0 0

张，医护人员3 5 0多入o，

随着人口的增长，新建了建新、建设，联盟、茅山、东风等十个居民新村，昔日杂乱的

小平房开始变为井井有条的居民楼群，改善了居住条件。， ．

城镇历史悠久，城内历代所建的崇明寺、大圣塔、葛仙庵、延寿庵，夫子庙、华阳书院

等，在日本侵华和口文化大革命"时期相继遭到毁坏，现仅存华阳书院几间旧房，为县医院

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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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县 甸容县 Jnrbng Xi姐

镇 城 镇 Chang Zhen

备 注

塞譬喜々皇：笨薹兰i妻ll霉君弃，耋'甩兰毒?客。
舟元2 3 9午芤子城，I 5 5 4年蔬砖城，孵被墒为4t,
垃占城镇。

路 人民路 Renmln Ld

陈

锡
禄

摄

矗呈是昱善委差至誓毫箨互?1
6年拓宽建成’目县

路

路

路

路

城镇人民路一角

建设路 Jiansh亡L“

茅山路 Mdtoshan Ln

中山路

红光路

Zhongshaa Ld

H6ngguA“g L矗

何耀鹿摄

l 9 7 T牛前建成，宅名手山蓐。l 9 81年因此嘻建
设单位较，-故改琦建．蝮路。

由旧采帛巷、小宝塔，采市街，出小南几通茅～t遗．
1 9 T 7丰合井蒋句客蓐．I 9 8 t年建名茅山路。

四牌棰至人氏蓐，目硌两原有中山日‘现己蛊)．垃名中
山路。

碌中山路靶段，1 9丁9年以往于t工七生产队窆占t王光
路。

城 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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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准名称

街 东大街

街 西大街

街 南大街

街 北大街

巷 朝阳巷

巷 新华南巷

巷 友谊巷

巷 马疲 岗

巷 柴 巷

巷 樊家 巷

巷 轿 巷

巷 寺 街

巷 马槽巷

巷 土 巷

巷 井 巷

巷 银行巷

巷 十八弯

巷 民主 巷

巷 文化巷

巷 凌家 园

巷 寺 巷

巷 北堂巷

巷 大 众巷

巷 南堂巷

巷 诸 昌巷

巷 小宝塔

居民区东风村

居民区葛仙庵

汉语拼音

Dong Dajie

Xi DajJe

Nan Dajie

Bei Dajie

Chaoy色ng Xian9

Xinhua NAnxian9

Y6uyI Xiang

M直pI G2tn9

Chai Xiang

Fanjia Xian9

Jiao Xiang

Si Jie

Macao Xiang

’l'a Xiang

Jirtg Xiang

Ylnhang Xiang

备 注

原城内有四门，以方位定街名(鲜鱼巷口至东门)。蔬
幕大队驻地在街北西段。

原城内有四f1，以方位定街名(鲜鱼巷口至西门)。

原城内有四门，以方位定街名(四牌楱至南门桥)。

原城内有四门，以方位定街名(鲜鱼巷口至北n)。

壁名玉兰巷，．因玉兰会而得名，有迷信色彩。l 9 1 9
年改为朝阳巷。

原名积福巷，后因巷口有新华书店．1 9．了9年改为新
华南巷。

原名结帛巷，l 9了9年改为友谊巷。

弘治县志载：此岗较高，坡陡，马上岗吃力疲倦敞名。

元至大2年(公元l 3 0 9年)，武宗封绰和尔为句客
郡王，此地是王府堆放采革的巷子。

公元1 2 7 5年，樊渊因孝母封宫不做，母死后任广东
宣慰司，公元l 3 l 3年封为孝廉，曾住此巷，而得名。

是王府存放轿子的巷予。

昔成宁初名寿叉和，宋太平兴国5年(公元9 8 O年)
改为崇明寺，此街通往寺，故名寺街。

是王府养马的巷予。

宋元枯8年(公元l 0 9 3年)，建大圣塔取土的地
方。

公元5 l 6年，梁武帝时在巷内蓄井而得名。

原名久记巷，后人民银行位于此巷口．故得名。

Shibawan 形容巷内左右弯由多而得名。

Minzh亩t Xiang

Wenhua Xiang

Ltngjia Yu舌n

S1 Xiang

B色it矗ng XiAn9

Dazhong Xiang

Nantlmg Xiang

Zhachang Xiang

原名商会巷，l 9 7 8年因法院在此巷内，保障民主
权，改为民主巷。

此巷有孔庙、城隍庙，原名庙巷。现因文化馆、电影院
等设在此巷。1 9 7 8年改文化巷。

以往去巷内有凌零花园而得名。

此巷是寺街西边的一条，i·巷。故名寺巷，北面有崇明寺
及大圣塔，l 9了0年塔已拆。

由骆家巷和庸君巷合并，l 9 7 9年度名为大众巷。

此巷在北堂巷南面，故名南堂巷。

传说以前巷内有文亿的人寥多，故名诸昌。

Xiaob2tot／t 此处原有小宝塔一座而得名。

Dongfeng Can 伐革命词藻命名。

G6xian’an 是历吏名人葛玄墓处，f建有庵。此人曾从左慈学道，
道教尊为蔫仙翁，又称太板仙翁。庵已毁，仍用原名o

·加· 城 镇



类别标准名称 波语拼音

居民区联盟一村LiAnmeng】--Can

居民区联盟二村

居民区联盟三村

LiAn．meng 2一Cn“

LiAnm．eng 8-Cen

备 注

1 9 7 9年，暖工人与革耙夸住一材，以工农硅显之意
定瘩。

居民区建 新 村 ．[ianxin Can 兴建的新居氏董·馥名建刖t。

居民区东方红村

居民区茅山村

居民区立新树

Dongfartgh6ng Can

MAoshj．n C吐n

Llxln COn

城镇建新村居民I_j￡

陈诌祉橇

旺摹命词藻命名。

厦石云兄岗，1 9 T 9年度寿以句霉的瘩山夸,go

取破旧立新之意宅岳。

居民区 建 设 村 ji矗nshe C丘n ／aft"丰n卟宁枕奢硌车，l 9 T 9丰新建迁的特，最名a

区片鲜鱼巷口

区片四牌楼

区片小果园

大队蔬菜大队

Xianyd XiaugkOu

Sip缸16u

Xi直ogu6yu矗n

Slmc Ai DadHl

牺侍张鼍遏在北巷口专囊鲜皇，垃石·

盖耋哭釜蓉，牌雾'一耋，主{车拿毒鲁l而舞鼍：t澜’李

季主备手?≥i：?品嘉芦莩，熊i：量暑姿￡电
“生产蔬幕寿主，t喜。

城 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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