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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如因特殊情况需更改地名，要报县或县以上领导机关批

准。

三、对地名的含义解释，除了一般能够顾名思义以及少

数无法考证的地名外，对一些重要的和不易理解的地名均作

了解释。

四，本书编排的顺序，除了古迹、纪念地、自然地理实

体，人工建筑物、照片排在相应的位置外，其余地名均以公

社，镇为单位，按其在图上的位置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

顺序排列。

五，书中使用的各种数字，除行政区划为目前数、自然

村人口为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时的概数外，其余均系_九七

九年年报数。

六，本书各图中的区域界限，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

据。

七、书中所用高程，均是1 956年黄海高程。

八，书中所注各条地名的方位距离，除了阐明为公路里

程外，其余均是直线距离。

九，本书中的“湾"，一般应是有土旁的“坞纾，因我

县使用“湾’’已成为习惯，故仍沿用“湾"。“箬叶黟，

我县方言称“蓼叶"，正确读音应为“箬(R u6)叶"。

十，大队沿革，因普遍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以其境

内的某一自然村命名的，所以只对近两年新分出的大队和更

了名的大队作了解释。

按照宜昌地区行署关于将《宜昌地区政区图))，《宜昌地

区概况>列入我县《地名志》中的意见，故在本书开头刊有

‘宜昌地区政区图>，《宜昌地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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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地区概况

Yichang Diqd Gaikuang

宜昌地区位于长江中上游，湖北省西南部，鄂西山区同

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东接荆州地区，西连恩施地区，南抵

湖南省石门县，北靠神农架林区和襄阳地区，地跨东经

110。15。一112。04’，北纬29。56’一31。34。。万里长江自西向

东，横贯全区，江水从三峡奔放而出，注入区境的心脏，沿

流形成富饶的腹地。行政公署驻宜昌市，沿汉宜公路至省会

武汉353公里。

宜昌地区辖技江，当阳，远安，宜都、长阳、五峰、宜

昌、兴山，秭归九个县。现有14个县辖镇(马家店、江口，

董市、玉阳，河溶，清溪、呜风，陆城，枝城、龙舟坪，五

峰、小溪塔，高阳，归州)，121个公社，3134个大队。

22754个生产队。总面积19327平方公里，合2899万亩，其中

山区1977万亩，占68．19％，丘陵595万亩，占20．53％，平

原327万亩，占11．28％，大体是搿七山一水二分田"。农用

地为773万亩，其中耕地432．58万亩(水田152．68万亩．早

地279．90万亩)，水产养殖面积18万多亩，房屋道路等79万

亩，宜林面移t1300万亩(其。f1有林looo万亩)。1981年底

总人口318．81万，其中农业人口289．67万，城镇人口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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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除汉族和土家族以外，还有12个少数民族887人散居各

地，其中满族86人，蒙族9人，圆族704人，藏族2人，苗

族12人，彝族3人，壮族33人，朝鲜族6人，侗族3人，瑶

族4人，白族24人，高山族1人。五峰，长阳是土家族聚居的

地方，仍保留不少土家族的地名，过族年、跳丧舞等形式的

习俗亦沿袭至今。枝江县江口镇现有回民167人，属河南回民

支脉，辛亥革命前后来此定居。

宜昌地区山崇岭峻，由大巴山脉和武陵山脉形成骨架，

长江南岸的五峰、长阳，宜都和宜昌、秭归的一部分，系武

陵山脉的南岭支脉和石门支脉，长江北岸的兴山、远安、当阳，

枝江和宜昌，秭归的一部分，系大巴山脉的巫山支脉和荆IJ：

支脉。整个地势自西向东倾斜，西．南，北三面环山，中部

丘陵起伏，东部为江汉平原之尾．最高处是兴山县高桥公社

的仙女山，海拨2426．9米，最低处是枝江县七星台公社的杨

林湖，海拔35．2米。气候类型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除

少数高山区外，冬冷夏热，冬干夏湿，雨热同季，四季分明

的特点比较显著。年平均气温16—18℃，夏季平均气温

27．7—28．9．C，冬季平均气温3．4—6．5℃。无霜期256

—310天，初霜期一般出现于11月底至12月中旬，终霜期为

2月中旬至3月中旬，≥10℃的积温5133～5626℃。平均年

雨量1000一1200毫米，其中春占28．2％，夏占42．6％，秋占

22．9％，冬占6．3％，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倒春寒，干旱，风

暴，冰雹、山洪，渍涝，秋阴雨等。

全区河流纵横，水利资源比较丰富。除流经秭归，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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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元二年(公元761年)，复将夷陵郡改为陕州，仍领原四

县。五代时，始属前蜀，后属南平国，复更名为陕州。宋初

仍为陕州，到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改陕为峡，故

名峡州，仍辖领原四县。元代置峡州路，明初改为峡州府，

领夷陵、秭归、巴东、宜都、长阳、远安六县。洪武九年

(公元1376年)改为夷陵州，仅领宜都，长阳、远安三县。清

初仍为夷陵州，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因避讳将夷陵改

为彝陵。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彝陵州为宜昌

府，将彝陵县改置东湖县，共领东湖，长阳，巴东，长乐

(今五峰)．兴山五县和秭归，鹤峰二州。辛亥革命后(公元

1912年)改东湖县为宜昌县。解放后，将宜昌县城区及近郊

划设宜昌市(省属)，建立宜昌专员公署，辖宜昌、宜都、争

枝江(1955年宜都、枝江合并为宜都县，1962年复为二县)、

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五峰九县。1953年宜昌市

改为地辖市，专署则辖九县一市。1959年改为宜都工业区行

政公署，19s1年复为宜昌专员公署，1968年建立宜昌地区革

命委员会，1978年更名宜昌地区行政公署，1959年至1978年

均辖九县一市。宜昌县人民政府驻地于1971年由宜昌市区迁

至小溪塔，宜昌市于1979年划属省辖。国营草埠湖农场于

1980年由当阳县管辖划为宜昌行署管辖。当阳县历属南郡、

江陵郡、荆州府和荆门军，解放后才划归宜昌地区。

宜昌，“上控巴蜀，下引荆襄"，“蜀道三千，峡路

一线"，素称川鄂咽喉，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引无数英雄

竟折腰’’。著名的三国吴蜀“彝陵之战"或称“犹亭之战玎，

当阳“长坂坡之战"，给后人留下“惊天地，动鬼神"的历

史画卷。“彝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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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名战例。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攻杀

蜀将关羽于章乡(今当阳东北)，占领荆州。章武二年(公

元222年)，刘备率军东下，由巫峡连营至彝陵(今宜昌)

东，并得到“武奚莓蛮’’的支援，大有一举歼灭吴军之势；

萋霜睫g堡纛秘鹃誉；骥丽薹雾鍪墅，蓄翁谨妥薹燃臻攫疆

霭萋羹q雾霾，差鸳羹羹鍪篓曩蚕≤i藩型垂薹．翼霎冀蓄

薹霎萋囊羹蓁蓁i孺稀薹羹蓠

注：自果树垮大队驻地。 晏家

垮 Yanjiawan 岗 背

垮 Gangb色iwan． 白果

树垮Baigu6shnwan 曹 家

垮C百ojiawan正修

祠ZhengxincI 耳栗

林ErlllIn 横 山

Hengshan 方 家

垮Fangji吞wan细晏

家垮Xlyanjiawan金笋

寺 Jinsnnst 田 家

垮TiAnji巨w§n 秀 才

垮Xincaiwan葛巾

山 G6jInsha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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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山岗上有横山坳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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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清烈公祠，又叫屈原庙。据《归

元和十四年(公元820年)刺史王

公元1080年)封屈原为清烈公，将

修复。至今县城东门外保留一座

，位于兴山县城西北七里一个小山． ●

台上，面临香溪河，背负纱帽山，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传

说是王昭君的诞生地。西汉时期，边陲烽烟，年年四起，

胡汉之间，举戈斗戟。元帝继位，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

策马入汉廷，请求与汉联姻i王昭君出于国家安宁，自愿请

行，和亲出塞“一女能消边塞衅，六宫谁数汉家春"。为了

纪念王昭君，两千多年来，相继修建了昭君台、昭君院、昭

君祠等许多纪念性建筑物，解放前曾立“妃台乡，，，而当地

人民呢称“宝坪"。乡土民间广为流传着王昭君许许多多优

美动人的故事，如木箱溪，珍珠潭，楠木井、梳妆台，昭君

渡、桃花鱼等。近几年来，兴山县有关部门，又将昭君台，

昭君亭，楠木井、梳妆台等遗迹复修一新。

黄陵庙，距宜昌市45公里，在雄伟壮观的葛洲坝枢纽工

程库区南岸，为宜昌县三斗坪人民公社所在地。诸葛亮“黄陵 庙纪))t

“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崔嵬躜II|元，

列作三蜂打，它头顶洁似白玉的黄牛明岩之冠，身披九龙抢

珠金橙之服，脚踩鳌鱼翻滚闹花之靴，为三峡中著名而独特 的名胜古迹，令人神驰。《宜昌府志》载，三国时，诸葛亮入 蜀，因感夏禹治水的功绩，在此兴建了一座黄牛祠。唐『℃夫 诗人李白，自居易、刘禹锡等频频来访。宋代欧阳修被贬作 夷陵县令时，将黄牛祠改名黄陵庙。黄陵庙主体建筑禹王 ·8。





区作为军事上的天险、屏障和战略要地，受到各派势力的强

烈争夺和控制。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全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于

l 9 2 1年就在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党的早期活

动家肖楚女亲自为在远安成立的“乡俗改良会刀审定了宣言

和组织大纲。“乡俗改良会舻是一个革命的进步组织。

1 9 2 2年冬，在襄阳第二师范读书的荆门，当阳，远安，

南漳，钟祥五县交界区域的学生，在远安县方家口召开了成

立大会，发表了反对封建迷信，打倒土豪劣绅，反对缠脚，

提倡大足，反对吸鸦片烟、坐兜子、请客吃酒，反对读四书

五经，提倡白话文等内容的宣言和纲领。随后串联农民，清

算了当地土豪劣绅的罪行，处决了土豪方显亭和方达亭。这

一革命的启蒙活动，对后来荆、当，远的革命斗争有着深刻

的影响。1 9 2 7年7月，在鄂西特委曹壮父、何吾我、张

本明等同志及当阳县委书记李超然、付书记汪效禹的领导下，

在瓦仑～带组织工农武装，准备秋收起义。由汪效禹具体负

责组织一支一千六百多人的人民自卫团，傅恒之任政委，汪

效禹任团长，筹集长短枪20多条，土炮14门，土枪，长矛和

大刀一千多件，予同年秋顺利举行了“瓦仑暴动’’，打垮了

伪团防局，镇压了当地土豪劣绅30多名，占领了方圆一百多

里的地方，成立了瓦仑苏维埃政府。同年八月，宜昌城

二千多人力车工人在中共宜昌县委领导下开展了罢工斗争，

要求均益公司老板喻景堂减少车租。在其影响下，卷烟厂、

面馆业．码头工人以及兴山，秭归，宜都，枝江等地煤矿工

人相继开展了罢工斗争。

l 9 2 7年至l 9 3 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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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宜昌地区属于湘鄂西根据地。贺龙，周

逸群、段德昌等直接领导了这里的革命活动，先后在湘，鄂

贺龙率领的红军，持续八年转战于五峰、长阳、秭归，兴

人，中共长阳县委会初设都镇湾，后迁麻池，并建立了工农

政权，成立了长阳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四个区政府，资丘市

组织有赤卫队，参加者一万一千三百多人，历经大小战斗

一百余次。l 9 2 9年8月，红六军在资丘遭川军张发奎部

的伏击，战斗失利，军法处长陈泽南等同志壮烈牺牲。这是

长阳人民永远难忘的一曲革命壮歌。解放后，在这里建树了

在这个时期，五峰县有三万多人投入了武装斗争和土地

革命运动，全县有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县、市、区、乡苏维埃政府达六十五个。同时扩充革命武装

四千余人。在保卫苏区，浴血奋战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仅县，区，乡的骨干就有五百二十一人为国捐躯。

“卜2／C7



个时期，枝汩．、宜都一带，农民运动轰轰烈烈，相

继建立党、团、工、农、妇和儿童团等组织，参加运动的达

几万人。1 9 2 9年冬，这一带声势浩大的“反饥饿”斗

争，是二十年代鄂西农民运动的典范。段德昌、周逸群三次

到枝宜两县领导斗争。并在徐家花屋(今枝江县安福寺公社

徐家咀大队)成立了宜都县苏维埃政府和“鄂西赤卫队”。

先后在安福寺，蔡家咀、白洋，顾家店、百里2}ff、草埠湖、

石予岭等地狠狠打击反动武装，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使反

动当局惊恐万状。
。

在这个时期，秭归，兴山、宜昌、远安，当阳也相继成

立了一批苏维埃政府。1 9 2 8年鄂西大规模的反“清乡"

斗争I；1 9 2 9年中共宜昌县莲沱区委员会领导的。九·四”

暴动，1 9 3 0年红四十九师三次攻占兴山县城，I 9 3 2

年红三军攻占远安，开辟“黄茶院"根据地的斗争等，都是

宜昌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宜昌地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

导下，前仆后继，坚持抗战，又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

章。解放战争中有名的宜当、洋坪、白云山等战役和战斗的

胜利，都凝注着当地人民的鲜血和汗水。当时盘踞在宜昌的

国民党反动派宋希濂部，被我人民解放军打得土崩瓦解。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秋天，宜昌地区获得解

放，一百九十万人民从此得到了新生。

五

宜昌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生产潜力很大。解放以

后，，经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山乡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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