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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江西省人民

4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在全县广泛深入开展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而

成的我县第一部地名典籍。，．
’

．．． 地名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反映，是人类长期交往和生产

，斗争的产物，是人们对具有特殊方位、范围及地形地貌特征的地理实

体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编写地名志，加强地名的统一管

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民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具

有毋庸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

．

《新干县地名志》是我县志书中的一部专志，是具有广泛用途的

法定性的工具书，也是全县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

．．础工程。它较为准确、完整地记录了我县各类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

标准读音，较为翔实、全面地介绍了我县常用地名所处的地理位置，

行政归属，地形特征，历史来历，含义及演变情况，还简明地介绍了

本地主要物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将为党政机关，经济部门，

文教卫生，科学技术、新闻出版，交通邮电等单位和人民日常生活使

用标准化的地名提供依据；也为广大读者了解我县的政治，经济、历

史，地理，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概况和特征提供方便。

本志书素材广泛，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全书共收集

我县现有各类地名17 1 I条，约45万字。采用专题撰文，词目释文、地图，

表格与图片相结合的形式编写。主要内容包括政区与居民点，行政企

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古迹等五大类地名的概

况、语源和沿革，另有重要地名文汇23篇，地名故事辑录6篇，地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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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图l 9幅(包括县行政区划图1幅，苏维埃行政区划简图1幅，古地图

2幅)，彩色与单色图片84幅。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资料准确可靠，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对

地名普查中的各条地名的历史事实和现状情况进行了反复的核实和深

入的考证工作，尽力做到有理有据。对于某些地名由于历时久远而无

从查实的内容，我们宁缺勿滥，以防讹误，’贻害后人。在此期间，我

们查阅了《新千县志》(古今两个版本)、《新千县人民革命斗争

史》(初稿)，《江西通史》，《临江府志》、《明史》、《宋

史》，《江西省八十三县沿革考略》、《中国名胜辞典》、《中国古

今地名大辞典》等书籍18部，以及全县各姓氏宗谱或家谱379部，桥

碑，墓碑，坊碑2l块，还查看了县内外咨有关部门的档案。力求尽可

能地以文字资料作为依据。
“

《新干县地名志洚是在中共新干县委和新干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

导下编纂成册的。并曾得到省、地区地名办公室的悉心指导和省测绘’

局，吉安地区印刷厂以及县直有关单位、各乡，场、镇的大力支持，

在此深表谢意。 j
。’

，由于时I'．-1紧，资料不全，编辑人员少，‘且水平有限，谬误差错在

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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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志 章 设 置

一，本志分行政区划和居民地，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古

迹，附录等六部分。 ，

二，本志采用辞典式编写方法，由地名图，图片，地名词目释文以及少量的地名文章组
成。

三、附录中包括地名标准化处理中的几个文件，新干县地名普查总结，废地名一览表，现

名与别名，曾用名对照表，新干县第三次人口普查主要数字，新干县苏区行政区划简况，’

1984年体制改革后的行政区划名称对照表，新干县自然村名称的一般规律浅谈，新干县地名

与名人，新干县地名故事辑录，地名汉字笔画顺序索引，地名汉语拼音音序索引等。，

地 名 词 目

四、本志共收县内地名1711条。收词范围包括县、公社、大队(居民委员会)、居民地名称，有

地名意义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J人工建筑(水库，渡槽，堤防工程，排涝站，水电站，

公路，桥梁，渡口等)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山．河，地片等)名称，纪念地古迹名称。。

五，各类地名编排顺序：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名称中，公社名称先排，大队名称排在所在

公社名称之后，居民地名称排在所在大队之后。所有政区驻地名称都紧接着排在所在政区名

称之后。所有各类地名，除分门别类集中编排外，还要按在地名图中所处位置，依自北而南

(同纬度由西向东)的顺序编排。县直属的洋峰综合垦殖场，黎山林场等均排在企业单位

内。志中的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古迹只编排独立存在

的，主要的，具有地名意义的。

六，地名词目释文皆用语体文：内容有：(1)位置与地形，地貌，(2)基本情况

(按地名自身性质而定)，(8)地名学内容(地名由来，含义、演变及人文，民俗等)。

词目释文有文字依据者一般都注明出处。如：搿据《武城曾氏九修族谱)载糟，。考‘武城

曾氏九修族谱》黟，为简便起见，均写成(武城曾氏九修族谱)。凡引自档案，历史资料和
实地调查的材料，概不一一注明。

七，各地名均按隶属关系注明其与所属行政单位驻地的方位距离。跨社，镇的自然地理

实体以县城为方位距离。所有距离均按直线距离计。

八，词目中的现地名均为标准地名，不仅是规范的书写形式，而且注明了标准读音，具

·， ≯



2 凡例 ，

有法定性，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需要命名或更名的地名，均需按法定程序申报县地名办

公室履行审批手续。 ．

九，与地名有关的古今主要名人适当收录。对古代名人生于何村无确切依据者，一般不

予收录。现代名人一般收录省军级以上职务或在全国有二定影响的学者名流。个别在地方上

有较大影响的革命烈士适当瞧录。

十、释文所列户数、人口数为1981年地名普查中所收集的1980年的数字。其他各种数字

除注明年号的，均为1980年的统计数字。释文中所提及的矗建国前，后，，，系指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一。

，·．十●，本志收录之地名，原则上依据一比五万地形图(72年版)所注地名和新增已建卡

地名。部分企事业单位、小型农(林)场(图上有名称)及1982年后个别新增大队、居民地

均未列条释文。1984年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后的情况，可参阅《新干县体制改革后行政区

划名称对照表》。

名 图

1十二、本志地名图均按1981年地名普查中所勘定的一比五万地形图(72年版)绘制。另

有两张古地名图则按清同治九年(1807年)出版的《新淦县志·卷首图》复制的。《新干县

苏维埃行政区划简图》则依《新干县人民革命斗争史》(初稿·1959年版)绘制。

十三，各类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仅表示概略范围，不作划界依据。

其 他

十四、本志附录之“地名故事辑录"，多属民间传闻，无确凿的文字依据，亦少有稽，

考：仅供参阅。 ．

’

、．

十五，本志所提及的山，有的实为丘，为照顾乡俗，

(丘)，以示区别。

一般均称为“山"。只在其后注明

十六．本志正文后，附有《地名汉字笔画顺序索引》，

类表格，以供检索和查考。

．十七、本书截稿于1984年10月。截稿后如有变动，只在

订，一般未作补正。

“

一．j、

《地名汉语拼音音序索引》及各

’，

时间和技术许可的条件下酌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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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喜摘红桔

2、县中实验楼

3、罐头产品

4、黎山片村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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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县历史沿革表 l

新干县历史沿革表

朝 年 代 隶 县 县
政治地理概况

代 年号 公元 属 名 治-

夏商 前2140年

西周 至 属扬州地域
前771年

春秋 前770年 ●

●

战国
至 ’先属吴，继属越，后属楚

前221年
淦 阳

始皇 秦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秦末始建县 九江郡 新淦 (今樟秦
树镇)

九江高祖元年 前206年 项羽立黥布为九江王，为黥布地 新淦 淦阳
王国

西
淮南 新淦 淦阳高祖四年 前203年 汉灭楚，黥布归汉，封淮南王 王国

高祖命灌婴进兵江西，始置豫章郡。南汉
前202年 豫章郡 新淦 淦阳高祖五年

部都尉治淦

王莽始新
建国 9年 王莽改豫章郡为九江郡，新淦改名偶亭。 九江郡 偶亭 淦阳

豫章郡复旧名，‘后汉志>扬州刺史
建武元年 25年 豫章郡 新淦 淦阳

部，豫章二十一城。新淦亦复旧名东

析玉笥乡、扬名乡等分置石阳、巴邱二县。
96年 豫章郡 新淦 淦阳永元八年

原淦地今分半隶峡、半隶庐陵，淦隶仍1日

孙策分豫章为庐陵郡，统县十，新淦为汉
194年 豫章郡 新淦 淦阳兴平元年

南部都尉治所．

梁大同 晋元康问置江州刺史部。领郡八，初置
二年 536年 巴山郡 新淦 淦阳南朝

巴山郡

废郡，置吉州。石阳、巴邱大部复归淦，
开皇十年 590年 吉州 新淦 金川镇

徙治南市村(今金川镇)隋

607年 废州复郡 庐陵郡 新淦 金川镇大业三年

唐初仍隋置洪州都督府，平林士宏改都

武德三年 620年 督府，领洪吉虔饶抚南平六州，淦为虔吉五 吉州 新淦 金川镇

州巡抚使治所

唐贞观间分天下十道，属江南道，又分江
唐

开元
733年 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此属江南西道， 吉州 新淦 金川镇

江西名始此。二十一年

吴(天 淮南节度使杨隆演尽取江西地，明年建
裙)六 909年 国日吴，置都制置使于新淦。筑监军城于河 吉州 新淦 金川镇

五

年 西．领县吉水，新喻、丰城
代
十

嗣眉，I／U 938年 析崇学乡于清江置县 吉州 新淦 金川镇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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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干县历史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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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年 代 隶 县 县
政治地理概况

代 年号 公元 属 名 治

太平兴国 分天下军州为十五路，筠、吉、袁等州
吉州军 新淦 金川镇

元 年
976年

为江南西路
宋

淳化三年 992年 宋史志以筠军之清江建临江军领县三 临江军 新淦 金川镇
，

治平三年 1066年 析茂才乡于清江县(即今樟树镇一带) 临江军 新淦 金川镇
，

至元 改行都元帅府为宣慰司，立江西行中书
十四年

1277年 临江路 新淦 金川镇
兀 省，下改军为路

元贞元年 1295年 新淦由县升为州 临江路 新淦州 金川镇

洪武二年 1369年 新淦复为县，路改为府 临江府 新淦 金川镇
明

嘉靖五年 1526年 析淦之石阳、巴邱地复置峡江县 临江府 新淦 金川镇
-

1644年 临江府 新淦 金川镇清 沿用明制不变至1911年

元年 1912年 废府及直隶州。县直属省 江西省 新淦 金川镇

三年 1914年 划全省为豫章、浔阳、庐陵、赣南四道 庐陵道 新淦 金川镇

中 十五年 1926年 废道，直属省。北伐军入淦境。 旺西省 新淦 金川镇

二十一年 1932年
划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第一行政区长第一行

新淦 金JII镇

华
官驻新淦 政区

● 二十四年 1935年
缩改全省为八行政区。淦属第二行政区， 第二行

新淦 金川镇
● 专署驻萍乡 政区

民
第一行 新淦 金川镇=十八年 1939年 增改全省为十一行政区 ．政区

缩改全省为九行政区。淦改属第一行政第一行
国 三十一年 1942年 新淦 金川镇

区。专署驻丰城 政区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县城，六月四日成立 南昌 新淦 城关镇1949年 专区县人民政府，县治更名城关镇

吉安
新淦 城镇1952年 全省由九个专区撤并为六个专区 专区

中
清江县亲睦乡划入．县改人民政府为人 吉安 新淦 城镇

华
1956年 专区民委员会

人 经国务院批准。为避生僻字，五月一日 吉安
1957年 新干 城镇

、

民
正式改新淦为新千

‘ 专区

共 1968年
吉安专员公署改称井冈山地区革命委员 井冈山 新千 城镇

会。辖域不变 地区

和 井冈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复名吉安地区行 吉安 新千 ‘城镇1979年 政公署 地区
国

19S1年 县治复名金川镇
吉安
地区 新千 金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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