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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庸县地名录》是敞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神编纂而成的，是我

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人们用以寻找和识别地物方位和性质的一种代号·我县此次普

查的地名，考其成因，可分为9类，其中2．5％的以姓氏命名，35．8％的阻地形命名·32．6％

的以姓氏地形命名，11．4％的以物产命名，2．4％的以事件命名， 4％的以传说命名，

毛7％的以建筑物命名，0．7％的为政治命名，5．43／的以其它命名。随着社会发展，人类进

步，地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建国32年来，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以及行政区划多次变

更，新地名不断产生I有的地名则由原来的重要位置，降到现在的次要位置，有的地名

则已消亡或日趋消亡。这种变化之大，同30年前比较，高达40％。还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地名重名、名不符实、用字不当，讹、错的问题普遍存在。因而，开展地名普查和

编纂地名录，有利于丰富文化遗产，有利于人们的社会活动，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和国际交往。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位进行的·

在普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提供的历史资料，充分利用明、清朝修编盼

卫、府、州、县志和《荆湘地记》、《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

《明纪》、《明史》，《明史事纪本末》、《水经注》、《令县释名》以及1962年出版的

《湖南萏志·地理志》等典籍资料，对重大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更替作了考证，保证了地

名的连续性，保证了地名普查资料的可靠性。经过正字、正音、正义等规范化、标准化处

理，我县有1个镇、3个公社、60个大队更名。对照原地形图，增补地名1496条，删除地

名】4条，勘误地名831条。本地名录收录地名3567条，粪中行政区划和自然村2683条，街

巷lO条，片村32条，地片497条，自然地理实体213条，人工建筑79条，企事业单位35条，革

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9条，并载有地名的来历、含义。采写地名含义时，对有理有据的予以

肯定I对历时久远而又合情合理的民间传说，予以保留l对众说纷云，各具情理的，、则收

其主要的或两种并收I对荒远无考而又无传说表述的，则直接存疑。所收地片，未载含义。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以镇．区为单位，绘制地名图11

幅，供查找地名之用。所标界线，供作经济建设规划时参考，不作各行政区划单位确定

具体界线的依据。

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体例和内容提纲编写的各类文字概况，是地名录的三大组成部

分之一，作为_代文献资料与地名并存。文中使用的各种数据，除注明年代的而外，均

用1980年年报数据。基本数据用绝对数，一般数据和时间性太强的数据少用，已用的，

均为概数。考虑到交通运输等实际需要，文中所载的两地的距离，系指两逝实际路程。
‘

在我县地名中出现了十几个方言字，生造字和错别字，为实现地名读音和书写的规

范化、标准化，经甄别处理并报省地名办批准，方正式使用，今后，凡地名中出现此类

方言用字，应以报批的为准。本地名录收录的标准地名，未经j址准，不得改动。



由于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编纂都是新工作，既缺乏经验，又限于业务水平，加之调查

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使用单位和读者批评指正。

附注l 地名中的方言含义，很难准确的表述。这类地名，约占本地名录收

录地名总数的2％·如；双溪桥公社陈家山大队有条地名叫马堰潭。方言称彩虹为“马

堰"，硬说是“马’’、“堰"的含义就欠妥当。诸如此类，‘本地名录有作说明的，也有

没作说明的，在此特作统一注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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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庸县概况

大庸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东邻慈利，桃源县，西连永顺县，南界沅陵县，北抵桑

植县。总劢积约2340平方公里，折合351万亩，其中稻田298196亩，旱地152816亩。有

336700余人，其中土家，苗、回、壮等民族共4710人。其余均为汉族。现辖7个区，34

个公社、376个大队I 1个区级镇、4个居民委员会、8个蔬菜大队I 4个国营林场，

1个国营农场和1个县办林场。县人民政府驻永定镇，距长沙385公里。

大庸县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鹾，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部落。夏，商，周

朝，属荆楚之地。秦朝，属黔中郡慈姑县。两汉时，属武陵郡零阳、充县。三国，晋，

南北朝，属天门郡淡中、临澧县。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字文邕“祀天门为南岳"之

后，属北衡州崇义县。隋朝，属澧阳郡崇州‘崇义县。唐，五代．宋朝。属澧州澧阳郡慈科

县。元朝，属澧州路慈利州。明洪武初置大庸县，因大庸溪得名。但“旋即废县"而置

羊山卫。两年后，又改羊山卫为大庸卫，卫治今大庸所境内。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兀

1391年)，取。永远安定黟，之意，改大庸卫为永定卫，卫治今县治。清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年)，改永定卫为永定县。县名袭用卫名。公元1914年(民国三年)，因与福建管

永定县重名，更名为大庸。公元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永定镇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和大庸县苏维埃政府。公元1935年2月，“

省革命委员会"迁驻永顺塔卧村。公元1949年10月16日，一大庸县解放。同年lO月28日成

立县人民政府，隶永顺专区。公元1952年3月，改由湘西苗族自治区代管。公元1953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大庸县第五区的泗南、黄河，中坪、木峪4乡划归慈利县。

沅陵县第14区的高坪，高峰，双溪，沅溪、四都坪，石长溪，双界、长溪8个乡和第15

区的全部，即：两河，石堰、王家坪，杨家溪，湖田垭、枣子，孙阳，桥头、青湾、龙

阳，沂溪、筒车、浮金坪，红土坪、小溪、榔木岑，桐油坪、黄社堰、横山峪、欧公、

盘塘21个乡划归大庸县。公元1959年9月后，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步H至今。

大庸县属武陵山区，一般海拔300至500米，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

园一的自然地形。总地势由西向东倾斜。四面高，中间低：南部山一般海拔800米左

右，最高山峰为七星山(海拔1528米)，天门山次之I西部山一般海拔600_至．700米，最高

山峰为猪石头(海拔1263米)，大米界次之，北部山一般海拔600米上下，最高山峰为

朝天观(海拔1227．3米)，狮子背次之I东部山低矮，一般海拔400米左右l中间是澧

水及其支流冲积的平区，一般海拔200米，最低海拔136米。澄水在青安坪公社田家岗大

队流入境内，先是自西向东南，至烂渡村时折向东。流贯全境，长96公里。天门山以北的

溪流都注入澧水。天门山以南的溪流，除鱼木河而外，都南流入沅水。境内土壤有黄壤

等七个土类和12个亚类。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降雨量约1400毫米，年平均气温约17

摄氏度，全年无霜期约270天．

境内山林矿藏资源丰富。全县林业用地中，有林128万余亩，复被搴达44．2％，森

林蓄积量约149万余立方米．用材林有松，杉、梓，香椿等，其中红桎，香果．珙桐最

·9·



为名贵。盗济林有油饷，油茶。果树以柑桔为主，其中菊花芯柚子驰名省内。解放后，

创建了4个国营林场，1个苗圃，1个林科所、1个县办林场和280多个社队林场，人

工造林85万亩，被列为全国百万亩用材林基地县之一。矿藏有煤、铁、铅，锌、磷，铜、

镍、钼、煤矸石、重晶百等，其中煤、煤矸石、重晶石已被开发利用。

经济以农业为主。解放前，匪霸盘踞，水利失修，良田荒废，饿莩遍野。1949年，

．全县粮食总产仅7090万斤。解放后，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全县耕地面积达45万余亩，

其中双季稻约11．6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红茹等。最高粮食年产量
。

为1979年的28306万斤，农业总产值为6～00多万元。主要油料作物有油菜、花生，黄豆

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苎麻，辣椒、药材等，其中棉花、苎麻已成骨干项目。 茶叶生

产，始于明代，历史悠久。邢家巷所产茶叶，明清两朝，被列为“贡茶"。现有9600余

亩茶园。三岔宏岗茶场jff产春茶，质地优良，1982年，名列全国前茅。畜牧业以饲养牲

猪为主，耕牛次之。1958年至1980年，共建水库92座，其中中型水库3座、中型提水工

程1处、小I型水库15率、小I型水库73座，总有效库容达8941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

积为17r万余亩，旱涝保收面积达12万亩。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306台，各种农业机

、械2万余台。

工《芝有氮肥、织布、造纸、毛巾，发电、水泥，印刷、人造板、机制砖、农机碜理

等。解放前，全县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工业企业蓬勃发展。现有县社工业134

个，工监总产值2700多万元。1978年，成功地进行了提炼稀有金属——镍、钼的实验，被

列为岔重点科研项目。

解放前，全县没有公路，物资运输全靠肩挑背负。现在，县东北部有慈(利)大(

尉，干线公路，西南部有大(庸)永(顺)、大(庸)古(丈)干线公路，西北部有大

(庸)桑(植)干线公路，沟通县内外交通。县内7个区、34个公社、226个大队、5

个国营农林场和1个县办林场都通公路。县、社、队三级公路总长705公里，其中柏油

雠8 1公里。拥有货运汽车263辆，客运汽车28辆。枝柳铁路经关门岩、大庸所等5个公

．社过境，长41公里。澧水经多次整治，现已四季通航。 、

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中学，现增到43所，在校中、小学生66000多名。有医院、

卫生院45所。永定镇内设有电影院两座，工人俱乐部、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电视

差转台，中波转播台各1个。农村各公社都有广播站、电影放映队。民间武术得到进一

步发展。1979年后，硬气功堋炼有素者，曾两次参加国家武术代表队，出访欧州7国，

表演硬气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县北境内有张家界风景区，距永定镇32公里。张家界风景区是个千峰挺

秀、万崖雄峙、秀木臻臻的大千世界，有“风景明珠"之称。现已誉满全国，名扬海

外。有玉皂洞、普光弹寺两处酋重点保护的名胜古迹。玉皇洞开凿于公元1796年，按“

天堂"、“人间’’、“地府"三层布局，分列雷电、玉金等8座石密，精工雕N20余尊

佛像于石壁，历时24年始成。现在，佛像保存完整。

·lO·



永定镇概况

永定镇是大庸县县城，地处县中心·镇四周与白龙泉公社交界，东西长约1．5公里，

南北宽约2公里，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城区分为4个居民委员会，有3个蔬菜大队，
一下属25个生产队。人口23600余．其中汉族23200多人，土家，苗，壮、蒙古等民族共400

·余人。镇人民政府驻解放路。

永定镇三面环山，南濒澧水。全年最低平均气温(1月)为5摄氏度，最高平均气

～温(7月)为28摄氏度，年平均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全年无霜期约300天，年降雨量

：1380毫米上下。

该镇是大庸县的交通枢纽，与周围各县及县内各区，社都有公共汽车往来I镇南2

一公里处有火车站，乘船沿澧水而上，可达桑植，顺流而下可入洞庭，交通堪称方便。

永定镇是座古城，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城堡，今城基尚存，当地名为古人堤。有秦

以前的陶片，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在此出土。公元1391年，明朝在此设永定卫，筑城驻

珲， “原额旗军5600入"。卫城周长3．5公里，高8米，按方位开东、西，南，北4

-门，后又刨小东门。有城门楼4座，雉堞1600余。城外开凿一条护城河，长2120米，深

5米，宽9米有余。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永定卫为县。当时的卫衙、县

．署，均设城内。城内北部是文庙，教谕署、县署等砖木建筑群，中部是武庙，普光禅

+寺、卫衙等砖木建筑群，南部是考棚，军械库，永定粮仓等砖木建筑群。城南门外的澧

．水北岸，是一条由西向东的街巷，商号酒店，栉次鳞比，商旅多集于此。

永定镇建镇于公元1935年，镇名因永定卫、县名而得。公元1934年11月，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方面军在镇建立过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贝会一和大庸县苏维

．埃政府。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永定镇生擒敌中将军长张绍勋等敌酋，歼

傲5000余，国民党反动政权一朝覆亡，永定镇从此获得解放。同年年底，成立镇人民政

Jl守至今。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11月)，永定镇更名为永红镇，现恢复原名。

解放前，永定镇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街道较长，其余街巷，都是狭窄的泥石路面。

东西走向的大小巷道，更是坎坷不平。解放后，在城内已开辟东西向的回龙路和解放

璐，南北走向的人民路。沿河路，天门路和环城路等街道，正在建设中。在这些街道
中，还有巷18条。解放30年来，新建住宅面积5万余平方米，比解放初期增加20倍。粉

=碎“四人帮"以后，又建楼房13幢。

永定镇，是大庸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前，镇内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

觋已发展到有氮肥，织布、毛巾，印刷、酿制、农机修理等29个工业企业，除9个工厂
：分布在镇周围而外，其余均在镇内。镇，街工业发展较快，现有职工700余，年产值110

万元。镇内设有市场，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解放前，镇内只有中、小学各1所，学生200余。现发展到有中，小学7所，在校

掣生3100多，大庸县第一中学被列为全酋重点学校之一。镇内设有广播站，文化馆，图

．书馆，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等。镇办专业剧团1个·县办医院两所，镇，社

永定镇·11·



办卫生院各一所，欠有床位270张，医护人员261人。

全镇现有耕地958亩，其中园田420亩，，水田537亩，以蔬菜生产为主。有汽车8

辆，大、中，小型拖拉机12台。． ．

镇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一和大庸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革

命纪念地。还有建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2年)的普光禅寺，属省重点保护的文物单

位。

·12。永定镇



大庸县Dayong Xian

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总面积2340平方

公里。辖1镇、7区，34个公社、6个农，林

场；夏属荆。商属荆楚。周属南国楚。秦

属慈姑县。汉，充县地。隋，崇义县地。

唐以后为慈利县地。明，永定卫。清置永

一定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因与福建

省永定县同名，更名大庸县。以境内大庸

溪得名。

j蕃：定镇 Y6ngding zhen

是大庸县人民政府的驻地，全县政治、

，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辖4个居委会，

8个蔬菜大队，共23900余人。明洪武二

十三年(公元1391年)，取。永远安定一

之意，改大庸卫为永定卫，迁今治筑城。

兹后，卫衙县署，均驻此。文化大革命

中，更名为永红镇，现恢复原名。

台河街居委会Yanhejie

Jfiwaihul

驻209号，1838人，此街位于澧水河

以北沿岸得名。

南正街居委会Nanzh色ngjie

，
JQweihui

驻45号，1366人，以此街位于县城南

因回龙观山得名。设有民贸局，邮电局、

文化局等机关和印刷厂．机械厂，汽车站

等企业单位。

解放路Jiefang Ln

东起何家山，经文昌阁，西止岩塔。

1949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首先经此街

进城，为纪念大庸解放，故名。县、镇人

民政府均驻此街，并设有县交通局、农业

局、物资局等单位及商场，电影院。

人民路Ranmin Lfz 一

1980年新建。南起汽车站，北止县人

民医院。因有汽车站，电影院，医院等公

益事业单位，取为人民服务之意，故名。

南正街NAn Zhengjia

从南门至文昌阁，依方位命名。解放

前后，此街是县城内商业集中的地方，十

分热闹·

北正街B色i Zhengjie

从文昌阁至北门i按方位命名。

便河里BianhelI

从便河口至桥湾，此街位于河边，从

前驿站较多，是通往桑植，永顺的方便之

道，故名。

郭家塔Guoji磊ta

部得名。 ， ‘F 从南正街至粮店，此巷内有一小平

北正街居委会 Beizh色ngjie

Jflwaihul

1482人，以此街位于县城北部得名，

解放街居委会Jiefanojie Jfiweihul

1864人，1949年10月，解放军首先从

呲街攻入城内．故名。

话河街YAnh6 Jie

解放前的老街，现是居民区，街内有

航运公司，人造板厂，酒厂等。起止点从

南门大码头到街口。

圊龙路Huil6ng Ln ．

东起东f1桥，经邮电局，西止岩塔。

塔，从前居住的人家姓郭，故名。

卫官巷Weiguan Xian9 ‘．

从南正街至天门山旅社。明朝，大庸

设永定卫，因卫官衙门设此巷内，故名。

关庙巷Guanmia0 XiAng

从北正街至普光禅寺。清道光三年，

在此巷内建一关公庙，故名。

北门大队B邑imen Dadul

曾用名·先锋大队，驻土门巷，人口

2010人，以种菜为主，58年大跃进时取名

先锋。因大队地处古城北门内外，81年更

名北门大队·

永定镇·13-



土门巷 TdmenXiang’

此巷是通往t门的一条街道，故名。

马家巷MajiaXiang

解放前此巷内是喂马的地方，故名。

田 坪Ti￡tnping

坪中居住大多数人家姓田，故名．

北门内 Beimenn色i

此村位于古城北门以内得名。

北门外 B每im6nwai

此村位于古城北门以外得名。

土门冲 Tdmench6ng

此村位于古城土门外山冲里，

衙门口yam6nk6a

驻在田家坎，人口7 91人。以种菜为

主，原名官黎坪大队，因与白龙泉公社官

黎坪大队同名，81年更名鲤鱼池大队。以

境内鲤鱼池村命名。

田家坎 Ti矗njiakan

田姓居住河坎上，得名。 。

赵家坎 Zhaojiak磊n

赵姓居住河坎上，得名．

鲤鱼池LiydchI

这里有一大池塘，形似鲤鱼，故名。·

SaWei’ai Sh色ng-

故名。 苏维埃省府政旧址zh色ngfd JinzhI

清宣统六年，县衙设在此地，故名。

东门Dongm色n

此村位于古城东门附近，故名。．

何家山Hejiashan

以何姓人家居住在山脚下，得名。

手巾岩大队Sh6ujinyan Dadul

驻地菜农岗，人口969人，以种菜为

主，原名永红菜农大队，81年更名手巾岩

大队。以境内手巾岩村命名。

菜农岗 Cainonggang

解放前后，此村人都是以种菜为生，

故名。

岩塔Y直nt直
。

清末，有一绅士在此用青岩铺成晒谷

场，俗名岩塔。

手巾岩Sh6ujinyan

此村旁的河中有一岩石，传说从前有

一姑娘被坏人追赶，逃到河边走投无路，

便抛手巾于河，结果变成此块大岩，使姑娘

逃过河去，免于受害。后人便称此地为手

巾岩。

桥湾Qi鱼Owan

村旁的小湾中有一座石桥，故名。

鲤鱼池大队LiyfichI DAdui

··“·永定镇

1934年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攻克

大庸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JIl

黔省革命委员会，设县城原天主堂内(现

县政府宿舍)。同时成立了以任弼时，贺

龙为首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

SQW6i’ai Xian一

苏维埃县政府旧址
+zhengfa Jinzhi

1934年11月24日，红二、六军团攻克

大庸后，成立了以樊世松为主席的苏维埃

大庸县革命委员会。设南正街IO号(县图

书馆内)。

警光禅寺 Pdguang ChAnsl

位于永定镇关庙巷内，建于明永乐11

年(公元1413年)，它仿照了南京普光寺

的建筑艺术，体现了元、明，。清各个朝代

的建筑风格，内有四大金剐守门，南海观

音坐莲，五百罗汉千姿百态，’飞禽走兽柯

栩如生．(佛像1950年已被焚烧)，是省重

点保护的古建筑群之一。据传，建寺前，

此地“白羊满山，逐之入土，掘之均为窖

金，便以金修寺，寺成奏圣，赐名矗酱光

禅寺"，沿用至今。

白云庵 B矗iynn An

传说修此庵时，周围白云缭绕，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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