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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为了识别地球上各种地物而赋予的专有名称。它是汇集

种信息的一种载体。在人类社会中，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息息相关

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

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在省、地地名办的具体指导

泛深入地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其图、文、表，卡四项成果资料经省，地

为优良级。在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编纂了这部地名志。

《石城县地名志》采用辞典形式编辑而成。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较

籍，是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全书素材广泛，内容翔实、条目清晰，

懂，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史料性。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县的

境，资源特产，人情风貌以及常用地名的特点，使我县地名向标准化、规

步。它将为党政军、科研和各企事业单位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为广大读者

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提供方便，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地为四化建

《石城县地名志》共收录全县各类地名2，316条，配有古今地图19幅，文物古迹、风景城

廓、地方特产等彩色照片17幅，撰写概况、简介、地名传闻等各类资料23篇。全志约四1-万字。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志的资料，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t

1．本志资料信息截ILl983年底。有关1984年建乡换届时各公社、大队级行政区名称更

改情况，在此用表格作了反映。

2．为了便于查阅地名，书中编有《地名汉字笔划顺序检索表》和《地名汉语拼音音节

检索表》。

3．本书地名均按1，5万地形图从北到南，自西至东的顺序编排。采取行陟区划以面对

面，居民点以点对点为方位t即公社以县，大队以公社(公社，大队驻地均以上一级驻地)。

居民点以所在大队驻地。公社，大队和公赴、大队驻地排在所在公社，大队自然村首位。



2 前 言

其它地名分别按类集中编排。

4．志中使用的各种数字，除水文气象采用二十一年(1959年至1980年)的平均数外，

均系1983年统计年报数。

5．志中有文字记载的资料来源依据者，一般部注明了出处。如：(清道光四年石城县

志)。

6．大队级政区名称两端加用【l符号标示，地名右上角标有“·一是指片村。

7．各类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境界线仅表示其概略范围，不能作划界依据．

8．志中收录的各类地名，均为现行规范化法定往的标准名称。今后各部门使用耐，皆

以此为准，，若遇特殊原因确需更改者，应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9．．志中收入的绦(qT)，嵊(sha,ng)，径(JTng)等字均为标准读音。地方读音

“"应读zSI、“嵊"应读ying， ‘‘径’’应读g石ng。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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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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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县历史沿革一览表

年 代 公 县治所在地

一
县名沿革 隶属关系 备 注

朝代 年 号 兀 原 名 现名

雩都县地
汉

三国吴嘉禾五年 236 揭阳县 庐陵郡
南康郡 拆雩都地置

亚 太康五年 284 陂阳县 南康郡 揭 阳 县改I-3

开皇十三年 593 宁都县 省陂阳设石城场
隋

开皇十八年 598 虔化县 石 城 场

五代 南唐保大}一年 953 石城县 琴水 琴江镇 昭 信军 升石城场为县

太平兴国元年 976 H 琴江 一 虔 州
宋

绍兴二十三年 1153 Ⅳ 一 一 赣 州

兀 元贞元年 1295 一 ∥ ， 赣州 路

明 洪武二年 1369 一 矿 一 赣 州 府

清 乾隆十九年 1754 一 ∥ 一 宁都直隶州

由
三 年 1914 一 矿 一 赣南 遭

华 十 五 年 1926 ∥ 一 一 江西 省

民 二十一年 1932 ∥ 矿 一 江西省第

国
十一行政区
江西 省

二十四年 1935 ∥ 一 一

第八行政区

由
1949 一 琴江镇 ∥ 瑞金专区

华 1950 一 矿 一 宁都专区

人
1952 一 一 一 赣州专区

民

共 1954 一 ∥ 一 赣南行政区

和 1964 一 ∥ 一 赣州专区

国
1970 一 一 一 赣州地区

福建 省
苏 1932 一 琴 江 一

苏维埃政府
区

1933 一 ， 一 江西一百 划石城县以南的
时 苏维埃政府 珠坑，横江、大由，

期 1933 太雷县 横江圩 横江圩 中央直属县 龙岗、洋地，罗家
属太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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