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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年修志，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和省，地地名委员会的有关文件规定，我们编纂了《岳

西县地名录》，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地名工具书，它的出版是我县文化建设上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对加强行政管理，对保证人们进行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开创我县四化

建设的新局面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岳西县地名时，一律以本

《录》为准，未经审批，不得随意更改。 ，‘

本《录》是以l 9 8 1年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即地名登记表，地名卡片、地名图，地

名概况为基础的，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全面核调复查，然后重新整理资料，撰写文字、编绘

地名图等，辑成此书。全县经过普查登记和标准化处理的实际存在的五大类地名共有8 9 6 8

条，本((录》只收录8 9 3 9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地地名7 2 7 5条，机关企事业单位地

名2 6 0条，人工建筑物地名4 6条，自然地理实体地名l考4 8条，革命纪念地和古迹地

名l 0条。《录》中有地名文字概况8 9份，地名图6 3幅，地名照片l l张，书来有附

录l O件。 ，、

f
’1

本‘(录》编排的基本方法是。将全部资料分为上述五大类编辑，以扉页隔开，在五大类

资料内部又按地名图，插图，文字概况，地名的顺序排列I“行政区划，居民地移和“自然

地理实体黟两大类地名按行政系列逐区逐乡编排，其它三大类地名按其通称全县统排。

本《录》中关于农业、教育、卫生方面的数字摘自l 9 8 0年度《岳西县国民经济统计

资料》，这一年我县遇到了夏秋阴雨低温灾害，故粮食产量低予以往正常年景，乡村企业方面

的数字截止予8 1年底，由乡镇企业局提供，各级行政区划的总户数、总人口数来自《安徽省

岳西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而居民地的人口，户数截止予8 1年7月，是

由地名普查得来，林业，电站，水库、文化等方面数字截止于8 2年底，由有关单位提供I关于

坤国共产党建国前在岳西多次组建县委和县民主政府的资料源于县党史办编辑的《岳西党史

资料》l 9 8 4年第5期I关于革命烈士，革命老干部方面的部分数字，资料或由县民政局

≮ 提供，或出子地、县党史办编印的《靖水寨暴动》一书，关于地貌，气象，农作物布局等方面



资料主要摘编自县农业区划办公室8 3年3月付印的《安徽省岳西县综合农业区划报告》．

这里有四点需要说明。 (1)我县公社体制改革是在8 4年5月间全面展开的(试点乡

河图，徐良是在8 3年5月)，全部是一社改为一乡．大队体制改革是在8 4年9月间全面

展开的，基本上是一个大队改为一村，只有毛尖山乡的上水村析为上水、高岭两村，主簿乡

的南田村析为南田，槐树两村，大歇村析为大歇、张盛沟两村，店前乡的司空村析为司空、

玛玉两村，黄羊乡增设林场村。因本《《录》于8 4年g月底全部定稿，故只改动了原有行政

区划名称的通称，而对新增设的5个行政村未于反映，地名图上的“x×大队(公社)林场秒

也未改成“××村(乡)林场’’。(2)边界村庄胡井庵本属太湖县，程家屋本属我县前河

乡，而原图(1 l 5万地形图，图号8—5 0—4 l一丙)上错标，对此，本《录)》已作纠

正。(3)无方位意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地名，没有普查收录，天堂镇有少部

分此类地名虽经普查，但因图幅限制，亦未收录。 (4>“垄力字在普通话中读第三声(v)，

而本《录》是按方言读音第二声(／)标注。

限于编辑人员水平低及各种客观原因，《录》中肯定有不少缺点i错误，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l
●

，

岳西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l 9 8 4年9月2 7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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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概况

l

岳西位于皖西南边境，东与潜山，舒城接壤，南同太湖县毗连，西和湖北省英山县交

界，北与霍山、舒城相邻，总面积2 3 9 8平方公里。县治天堂镇，距安庆l l 4公里。

l 9 3 6年元月1日，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大别山区的反动统治，划潜山、太湖，霍

山，舒城四县边陲正式成立岳西县，下辖3区l 9乡l 8 0保，人口l 8万。岳西是因位于

秦汉时称为南岳，现名天柱山的这一名山胜景之西得名。南岳之名为汉武帝南巡登礼天柱山

对所封，后人亦称潜岳或霍岳。 j．I‘

建国前，共产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岳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予l 9 4 7年元月底，皖西工

委决定成立潜太，舒六、岳北三县，岳西分属这三县管辖。．1 9 4 7年9月l 9日我刘邓大

军三纵某部攻占县城衙前，宣告岳西解放，9月2 0日成立了中共岳西县委和县民主政府，

下设衙前，五河，河图，河口，主簿等五区，不久改划为汤池，衙前，主簿，头陀、来睹、

五河、蓖蒲等七区。

l 9 4 8年元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反攻岳西，占领衙前，我县委，县民主政府为保存革

命力量，暂时撤离，疏散。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一地委随即决定划岳西县的店前河、河图
、＼

铺，白帽、南庄，深古、冶溪河与太湖县的南斗冲、马嘶铺、古田畈，玉珠畈及英山县栊柳

垮等地成立太岳县，建立了县委、县民主政府，下属5个区t一区店前、二区河殴，三区深

古，四区白帽，冶溪河等地为五区’l 9 4 8年元月，皖西区党委决定划岳西县的沈桥，姚

河属舒六县第六区，l 9 4 8年元月8日，皖西区党委决定划霍山，英山，岳西三县边区成

立太平县，建立了县委，县民主政府。至此，岳西县分属岳北(亦称岳西)，太岳，太平、

舒六等四县管辖。
、

，‘

l 9 4 8年12月，皖西区党委决定撤销太平县，其辖地分别归还原所在县；同年l 2月

下旬，皖西行署令撤销舒六县，沈桥、姚河还归岳西。至此，岳西县又分属岳北(夯称岳

西)，太岳两县管辖。’

1 9 4 8年l 2月2 0日，我军解放岳西全境，国民党在岳西的反动统治彻底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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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 4 9年2月，皖西区党委决定，撤销岳北，太岳两县，恢复岳西县，同时调整了中共岳西

县委，县民主政府领导班子。l 9 4 9年2月l 3日县民主政府宣布，太湖县长坪乡所属司

空、虞阳两保与划归霍山之黄尾河两保均归岳西建制，将全县戈fJ为六个区，即衙前区，主簿

区、河口区、自帽区、店前区、五河区。5 O年春全县改划为8区l 0 4乡：衙前(2 O

乡)、菖蒲(1 0乡)、五河(1 l乡)、白帽(1 8乡)，河口(9乡)，头陀(1 0乡)、

主簿(1 2乡)，店前(1 4乡)I 5 1年春始置衙前镇，析衙前区为汤池，响肠两区，析

河口区为来榜、河口两区，析店前区为店前，冶溪两区，于是全县为l镇l l区，5 3年春

冶溪，店前两区复并为店前区，自帽区析为白帽、河图两区，全县为1镇1 l区I 4 7乡。衙

前镇及汤池(1 6乡)、响肠(1 l乡)、菖蒲(1 4乡)、五河(1 4乡)，来榜(1 2

乡)，河图(1 4乡)、自帽(1 4乡)、主簿(1 2乡)、店前(1 5乡)，河口(1 2

乡)、头陀(1 3乡)等区；5 5年l 2月潜山县港河乡及撞钟乡之南山农业社划入岳西，

5 6年元月潜山‘县巍岭乡及板舍划归岳西，而岳西石盆乡9户、梓树乡2户、黄尾乡6户划归霍

山，从此构成现在的县境，5 6年5月衙前镇改名城关镇，5 8年3月撤销汤池区，其所属

乡归县直辖，于是全县为l镇7区8个直属乡，5 8年9、l O月7问办起人民公社，于是全县

为l镇8区4 3社；城关镇及汤池(7社)，来榜(6社)，河图(5社)，店前(6社)、

五河(5社)、菖蒲(4社)、头陀(5社)、主簿(5社)等区；5 9年l 2月，全县撤销区，镇

建制，并将4 3个公社合并为天堂，石关、主簿．头陀、美丽、来榜、河图，白帽，店前、溪河，

五河、中关、田头，菖蒲等l 4个大公社，下设8 5个分公社，6 0年2月重置天堂镇(原

名城关镇)，6 1年底撤销大社，恢复区制，改分社为公社，于是全县为l镇l 4区8 4乡及

2个直属公社：天堂镇及汤池(9社)，响肠(4社)，来榜(9社)，美丽(5社)，自帽(7

社)、河图(6社)，冶溪(5社)，店前(4社)、五河(6社)、中关(6社)，菖蒲(，8社)、石

关(5社)、主簿(5社)，头陀(5社)等区及金山、毛尖山两个直属公社，6 2年底全县为l

镇l 0区6 l社：天堂镇及汤池(9社)、来榜(6社)、美丽(4社)、河图(4社)，白帽(6

社)，萏蒲(6社)、五河(6社)、店前(8社)、主簿(7社)，头陀(5社)等区I 6 3年4月

全县为l镇8区6 3社：天堂镇及汤池(1 0社)、来榜(1 1社)、白帽(9社)、店前(9

社)，五河(6社)，菖蒲(7社≥，主簿(6社)，头陀(5社)等区，6 9年l 0月划定现在规，

模的l镇8区6 1社(以上详见附录三)，1 8 4年5月各公社均改称乡，现在全县为l镇、7 8

区、6 l乡、3 6 9村、4 3 3 4个生产队、6 8 l 5个自然村(其中7 2个片村)，两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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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有7 0 l 3 l户，3 5 9 0 0 3人，其中城市入口l 9 l 4 4人。全县有回族l 6 4

人，满族l 2人，壮族9人，瑶族2人，侗族2人，其余均属汉族。

岳西全境属大男q山腹地，境内千峰拔地，山脉纵横，谷窈林冥，河川交错，地形十分复

杂。以多枝尖为起点，向东北伸展，经界岭、公界尖、黄茅尖，铜安寨，松毛尖形成的大剐

山东段主分水呤，把岳西分为南北两大坡向，又从多枝尖向西南经大岗岭、驮尖折向东南，

沿明堂山，分水岭、团岭，四望山一线，在大别山南坡形成又一条分水岭。全县总地势就是

在这个“V”形山脊控制下，自西北向东南呈阶梯式倾斜下降，构成以中低山为主体的沿

北，东、南三1、方向放射状分布的河流、谷地、山前丘陵和山间小盆地等不同地貌。最高

山峰是岳西与霍山分界的天河尖，海拔l 7 5 5米。岳西境内第一高峰驮尖，海拔l 7 5 l

⋯

米。第二高峰多枝尖。海拔l 7 2 1．2米。天堂镇海拔约4 0 0米。最低处是撞钟乡袁家

渡，海拔9 0米。全县约三分之二的山地坡度在3 0。左右，三分之一的山地坡度在4 0。一

似上。

大别山东段主分水岭，把岳西分成长江，淮河两大流域，细部地形又把全县分为四大水

系。属长江流域的有皖河水系，巢湖水系和菜子湖水系，属淮河流域的有淠河水系。四大水

系在岳西境内有六条大河，即皖河水系的皖水，潜水，长河，巢湖水系的杭埠河．菜子湖水

系的大沙河，淠河水系的淠河。大小河流共有9 0 0多条，其中集水面积8平方公里以上的

河流l O 6条。
‘

岳西地处大别山变质岩系中心．基岩主要是由沉积岩和基性浸入岩变质而成，多为花岗

片麻岩，角闪片麻岩，角闪岩。中山山体多是花岗岩，外围地区有零星分布的砂岩，页岩、

云母片岩、石英片岩、大理岩等。土壤垂直地带性明显t中低山顶部，冲垄上端和山坡上部

小片淌地多为山地草甸土，海拔8 0 0米以上山地多为山地棕壤，海拔8 0 0米以下，水稻

土以上的山地和山前丘陵多为山地黄棕壤，沿河两岸，山间小盆地和冲垄，少数山坡山麓为

水稻土。 ·一 、

’

岳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凉，光照尚足，雨量充沛，湿度较大，雨热同期，

四季分明。但由于地形复杂，小气候差异大。岳西年平均气温l 4．5。C，最热的7月平

均气温2 6．4。C，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2．1。C，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 9．4。C

(1 9 5 9年8月2 2日)，历年极端最低气温零下l 5．2。C(1 9 7 7年1月3 0

日)，平均初霜日为1 0月2 9日，平均终霜日为3月3 0日，初霜最早日为l O月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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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1年)，终霜最晚日为4月l 4日(1 9 8 0年>，平均无霜期2 l 2夭，最长无

霜期2 3 4天(7 6年至7 7年)，最短无霜期l 8 8天(6 2年至6 3年)I岳西处于大嬲

山多雨区的中心地带，历年平均降雨量为l 4 2 0．9毫米，但年际变化较大，最高的1969年

降雨2 3 2 3．7毫米，最少的l 9 7 8年仅降雨9 5 7．2毫米。

全县耕地面积2 3 2 2 l 4亩，其中水田l 8 7 4 3 l亩。有6 7座小型水库，总库客

l 8 9 8．1万方，其中小(一)型水库3座，总库容8 4 2万方。有l 1座电灌站，2 l

台水泵，提高了抗灾保收能力。农业上基本是二熟区，但在南坡300米以下低山盆地和沿河为

二熟和早三熟混作地带，随着海拔升高，逐渐过渡到二熟，一熟。粮食以中稻为主，秋季旱粮

以玉米、山芋为主，午季粮食以小麦为主，油料作物以油菜为主。其它小宗粮油作物很多，

如小赤豆、自米豆，绿豆，荞麦、芝麻，花生，苏麻，芋蔸、马铃薯等。红花草是水稻主要基肥。

8 O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是l早稻l 9 3 3 2亩，中稻l 6 6 l 3 2亩，单季晚稻l 0 3 l

亩，双季晚稻l 7 9 3 2亩，小麦4 9 3 2 2亩，玉米2 5 5 9 7亩，薯类l 0 0 l 3亩，

油菜l 5 2 2 5亩．芝麻l 7 3 5亩，花生2 4 5亩。8 O年粮食总播种面积3 2 3 3 0 0

亩，因遇夏秋低温阴雨灾害，粮食总产只有l 4 4 5 9 2 8 0 O斤，单产4 4 7斤，油料作。

物总种植面积l 7 2 5 5亩，总产为l 3 3 2 O 0 O斤，单产7 7斤。 ·

8 O年，全县大农业总产值5 5 0 7 5 9 O 0元，其中农业产值2 8 5 2 9 4 0 O元，‘

林业产值5 8 2 1 l O 0元，牧业产值l 5 5 3 O 6 0 0元，付业产值3 l l 7 O O 0元，

村办工业产值l 9 8 9 2 0 0元，渔业产值8 7 6 0 0元，人均分配收入5 0元。

全县林业用地约2 4 8 8 0 0 0亩，其中有林地1 7 0万亩，灌木林地l 3 6 1 0 O

亩，疏林地5 7 0 0 O亩，宜林荒山5 8万亩。木材总蓄积量3 6 5万立方米，其中森林

．蓄积量3 4 l万立方米。森林覆被率为百分之五十点一。7 O年代以来，全县办乡，村林场

2 4 7个，总经营面积3 4 0 8 6 7亩，还有一个县办国营河图林场。近l O年来，全县共

新造林2 2 3 8 0 O亩，其中钐木林2 l 5 5 0 O亩。为了更快地发展林业，振兴岳西，全’

县于l 9 8 4年将自留山、责任山合并为自营山，建立了林业生产责任制。

翁县植被类型介于北亚热带落叶阔叶、常绿阔混交林带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全

县约有乔、灌木树六百余种。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有油茶，油桐、鸟桕、山苍予

等油脂类，扳栗、茅栗、柿，枣，葛、蕨、、野山楚、猕猴桃等淀粉果类，三丫、棕，青桐，

小构纣、葛藤、斑茅等纤维类；生漆、栓皮、松脂，五信子等林特产类；化香，红藤，栎亮

、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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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单宁类I金针、石耳，木耳、蘑菇，香菇，平菇等土特产类I茯苓，天麻、冬花、厚村、

杜仲、辛荑、桔梗，二花、珠参，灵芝等中药类，还有大鲵(娃娃鱼)，香獐，剩、野猪、

水獭，白冠长尾雉(地鸡)及画眉，杜鹃、猫头鹰等l 0 O多种鸟兽。党的十一扁三中全会

以来在合理开发和利用动植物资源，发展多经生产，造福人民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岳西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唐代即为茶区。至8 O年全县有茶园6 2 2 4 4亩，其中采

捕面积2 7 O 5 5亩，年产干茶7 3 O 6 0 0斤。特别是石佛寺、明山寨、公界尖的绿茶和香

炉毛峰，姚河兰花，更是色香味俱佳，在县内外久负盛名。近几年来，在小气侯比较适宜的

少数区，乡，蚕桑生产也发展起来了。 ，，

岳西的畜禽以猪为主，牛以役用为主，兼有山攀、家禽、家兔、蜜蜂等。经济鱼类有青，草，

鲢，鳙、鲤、鲫、鳊、鲔、鳅、鳝等。全县总水面9300亩，放养水面6010亩，以塘库养鱼为主。

自7 6年以来，全县乡村企业逐步发展，到8 1年有乡村企业6 l 3个，职工5 6 2 8

入，企业年总收入6 l 2 3 3 0 O元，年工业产值4 6 9 5 4 O 0元。到8 2年全县有小水

电站l 4 3座，装机l 6 5台，总容量5 7 7 2．3殛，年实际发电量7 3 6．毒万度。7

解放以来，岳西工业从无到有，今拥有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森工，食品、

制茶，陶瓷，砖瓦，纺织，缝纫、皮革，造纸、文化用品等3 O多种行业，共9 O多个单位，

8 O年工业总产值l 6 6 5万多元。
’

，
，．

岳西在解放前没有公路，运输全靠肩挑背扛，到8 2年全县有8个区、4 9个乡通公路。

干线、支线、专用线总长4 2 4．1 5公里，在潜水上游还有内河航线3 0华里(从菖蒲乡

到撞砷乡袁家渡)，通行排筏，直迭潜山县水吼岭。

岳西文，教，卫事业发展较快，有中级师范l所，卫生进修学校l所，完中l O所，初

级中学4 l所，小学7 7 l所，其中l 9所附设有初中班，城关建有新型电影院，全县有区，

乡剧场、俱乐部共l 7个，电影队7 5个(其中私办7个)，专业剧团1个，业余剧团2 0

个，县文化馆和图书馆各1个，新华书店2个，区、镇文化站9个，乡级民办公助文化站l 1

个，广播放大站6 1个，电视差辖台2座，有县级医院3所，区卫生院8所，县防疫站、妇幼

保健站各1所，乡卫生院5 4所，还有门诊部，所l 0个，全县总床位6 0 3张，卫生技术

人员8 9 8人，大多数行政村都有医疗室。总之，解放前大山沟里那种与世隔绝、教育不兴、

文化落后、无医无药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
’

，、

岳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l 9 2 3年，著名烈士王步文就加

，J镕#，“鞋黔0畦冀。I，qj一吨，∞，§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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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中国共产党，l 9 2 4年开始有党的活动，l 9 2 6年建立了党小组，l 9 2 7年建立

了党支部。l 9 2 g年9月，党领导包家河暴动，揭开了六，霍总暴动的序幕。l 9 3 0年

2月4日，暴发了全省著各的靖水寨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不久先后改编

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独立第二师，成为鄂，豫，皖红军四大主力

之一，同年3月，5月又相继暴发了黄尾词暴动和头陀河暴动，开辟了以天堂为中心，面积

达l 5 O 0平方公里，入口达1 5万的根据地。l 9 3 4年9月，红2 5军军长徐海东在英、

岳(原属太湖部分)边区建立了一块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l 9 3 5年2月，高敬亭在凉亭

坳重新组建红2 8军，并以鹞落坪为中心，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

时期岳西仍为重要根据地。自l 9 3 5年2月起至l 9 4 9年5月，先后有中共皖西特委

会，中共皖鄂边特委会、中共岳西中心县委、英霍潜岳太工作委员会、中共皖西区党委，

中共皖西区一地委和专署等六个上级党政军机关踞迹岳西。岳西人民在那长期艰苦的革命斗

争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多少优秀儿女为国捐躯，据统计，被国民党杀害和死于战乱的、

有3 8 7 2 0余入，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 l％，牺牲的县团以上千部有l 0 0余人。到目前

为止，全县有名姓的革命烈士l 2 2 5人．’其中师职烈士l 5人，省军职烈士1人。在战争

年代出生入死，现仍健在并担任县团以上职务者5 3人，担任省军以上职务者6人。

岳西县主要的革命遗址、纪念地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司令部旧址汪家祠堂，靖

水寨起义遗址、红二十八军驻地鹞落坪，红二十八军整编旧址凉亭坳，红军山林医院遗址石

壁沟，安徽省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王步文烈士故居塘坳，红三十四师师长王效亭烈士故居王

中屋等，还有岳西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朱德同志为烈士塔亲笔题写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万

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岳西万山料峭，重岩叠嶂，故多名山胜景。有奇峰突兀，压倒群山，为大诗人李白避地

的司空山，有传说神奇、名扬遐迩的妙遭山，有横空出世、胜景天成的明堂山I有年代久远，

佛名赫赫的广佛庵(属县文物保护单位)，有相传建于东晋咸和，至今巍然屹立的后冲寺

塔；有历史悠久、喷涌如注的汤池温泉。据史载，张献忠、罗汝才起义军曾反复搏战于天堂山

(今称天堂)，明末清初，有朱统铸号称石城王，踞天堂诸寨，坚持抗清复明的斗争，太平

天国名将：备志杰、陈玉成也曾岳西鏖兵。另外，盛传三国曹操兵下江南时到过岳西，亦传闯

王李自成曾把汤池，五河，来榜置为兰花县，县治在衙前街。总之，古往今来，岳西都是兵

家搏战理斗之地，不少遗迹，至今尚存，可供游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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