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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平阳县地名志》是从地名的角度反映我县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概貌。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前进了

一大步，既利于加强我县地名的统一管理，又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平阳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专著。1981年，．我县

遵照国务院(1979年)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
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对全县地名

进行全面的、群众性的普查，以地名普查表、卡：文，图成果为基础，

在中共平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由县地名委员会主持，县地名办

公室具体负责编纂出版的。 ．．

《平阳县地名志》共收集各类地名3680多条，每条地名都有标准名

称、正确读音、标准位置，其中重要的地名还写明含义，“历史沿革、地

理特点及现状。本志除编入《平阳县概况》，《平阳县建置沿革》

(附表)、．《古诗选辑》，地名普查有关文件等外，还插有《平阳县政

区图》、《平阳县城图》，乡镇图69幅，彩色照片18帧，黑白照片32帧．。

另附地名索引，以便查阅。 ；

‘

，

本志编纂，是按。图文并茂，志录兼收，穿插有序芦的体例，志文

则按Ⅳ有言则志，无话则略一的方针处理。地名普查中填卡的地名原

则上均有志，上《普查成果表》的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全部有录-
本志力图用地名典籍的形式提供比较准确、详备的地名资料，查阅本

志，既可了解我县现行地名的标准名称，又可初步掌握我县的地理特

征，历史风貌和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简况。具有政治性，科学性
和实用性，是我县各单位必备的工具书．

平阳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凡 例

． 一，本志以地名为主，故除乡、镇，行政村、居民区、自然村的概

况全部照录外，其他如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j：爵

然地理实体等，只作重点收录。 lo’

二、本志由于材料所限，只录村委会驻地的自然村简况，j．其他；自

然村仅收名称、。户数和人口数。。
‘； 三，本志地名，是按地形图以区．乡为单位，从左至右，从上到下

顺序编排。
‘

。j
’

“一．

：四，本志所附地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
据。 一。，，

． √，“，，o．

五、县政区图内的村名，按测绘部门有关规定，一律采用行政村

驻地的自然村。 。：．

，i六，本志所载各种统计数字，除注明时间外，．均为1980年底的统计

数字。各乡(镇)及行政村的户数、人口数为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
查时的数据。各自然村的户数，人口数则E],1981年地名普查时的数字为

依据。各行政村和居民区的人口数，不包括集体户。各行政村耕地面积

系根据地名普查数据，不包括被占用耕地，j故各村汇总数与各乡(镇)

的耕地数不相等。

七、本志所载距离(如乡驻地至县城)，均为直线距离。 7．i



}：此幂芒县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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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建置沿革

平阳地处浙江南部，开发虽较迟，但远

在新石器时代，巳有原始人类在这里活动。

解放后在平阳龙山等地就曾发现好几处新石

器时期遗址。据民国《平阳县志·舆地志》，

平阳地本东瓯，古为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

为越地。考((史记·东越列传》，越东海王

摇和闽越王无诸同为越王勾践后裔。秦统一

中国后，被废为君长，于其地置闽中郡。秦

末，摇和无诸起兵从诸侯灭桊。楚汉战争时，

摇又和无诸率兵助汉。西汉建国后，高祖

先立无诸为闽越王(高祖五年)，王闽中故
地。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论功行赏，

又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温州)，世号

冻瓯王，辖地包括今平阳。昭帝始元二年

(公元前85年)，子东瓯地置回浦县，今平

阳地属之。

后汉光武帝时属章安县(¨。顺帝永和

三年(138年)属永宁县(划章安县东瓯乡

置，)12，)。均隶扬州会稽郡。 ，

三国吴大帝赤乌二年属罗阳县(分永宁
置)，并在仙口山(本名横屿，另名阳屿)

旁设横屿船屯f3)，仍隶扬州会稽郡。孙亮

太平二年(257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

罗阳县改属扬州临海郡。宝鼎三年(268

年)，改罗阳为安阳县，仍隶扬州临海郡。
’。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改安阳县

为安固县(‘)，隶属州郡不变。太康四年

(283年)，析横屿船屯为始阳县，不久改为

横阳县(5)，仍隶扬州临海郡。平阳单独设

县始此。平阳最早的县城也建于太康年间。

· 暑 ·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横阳县改

隶扬州永嘉郡。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除梁敬帝太

平元年到陈文帝天嘉二年(556～561年)，

暂废永嘉郡外，其余时间，横阳均属永嘉

郡。但所属州名却作多次变动(‘'。 。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将横阳并入

安固，属吴州总管府所辖的处州。据《隋

书·地理志》，开皇十二年，又将安圊并入

永嘉县，隶吴州总管府所辖的括州(7)。炀

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改括州为永嘉郡，

隶扬州，辖地包括今平阳。

据《新唐书·地理志》，唐高祖武德五

年(622年)恢复横阳县，隶括州总管府东

嘉州。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又将横阳并

入安固县，隶江南道越州都督府所管辖的括

州。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安固县隶江南道

温州(该年析括州的永嘉，安固置)(8'。

武后大足元年，复分安固置横阳县，仍隶江

南遭温州。此次从安固县分置横阳县后，除

所属遭、郡、州等稍有变动外(。)，一直到

唐末没有更改。

五代十国时属吴越国。梁太祖开平年间

仍称横阳，隶东府温州。后梁乾化四年(吴

越武肃王钱缪天宝七年，914年)，改横阳县

为平阳县(1 o)。以“平阳"为县名，始此。

后晋天福四年，平阳改属东府静海军节度。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吴越国仍

以独立国存在。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吴越纳土归朱，平阳也随之归入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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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图，属温州永嘉郡军事管辖(1¨。从北宋．

到南宋，除所属州，路等稍有变动外(t 2)，

均以平阳为县名。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平阳隶：二

江淮行省浙东道宣慰司温州路。据《元史·

地理志》，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以平

阳县户口超过五万，升为平阳州，隶江浙行

省浙东道宣慰司温州路。

明太祖洪武元年，平阳州改隶浙江行省

温州府管辖。据《大明一统志·温州府))和

乾隆((平阳县志·建置下》，洪武二年(1369

年)又降平阳州为平阳县(13)，所属省，府

不变。

洪武九年隶浙江布政使司温州府。成祖

永乐年间隶浙江布政使司温处道温州府。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入清版图，

隶浙江布政使司温州府，但县名依旧。

民国仍以平阳为县名。民国元年(1912

年)隶浙江省温州军政分府(时道制废)。

三年隶浙江省瓯海道。1927年又废道制，直

属于省。不久改隶浙江省温州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

民国期间，1928年2月，中共平阳县委

成立。到解放战争时期，下属平西、平安，

平南、瑞平、小南、江南六个区。1935年6

月，中共闽东特委，曾划平阳矾山、马站，

桥墩、灵溪等区和福鼎前岐等地设置鼎平

县。

1949年5月12日平阳县城解放。解放后

仍称平阳县(包括被划入鼎平县所属的区

镇)，隶浙江省温州区专员公署。
’

1981年6月18日，由国务院批准，划原

平阳县的宜山、钱库、金乡、灵溪，桥墩、

矾山，马站等七个区和矾山镇分置苍南县。

余下的万全、鳌江、麻步、腾蛟，水头、山

门等六个区和城关、鳌江两个镇以及南麂岛

仍为平阳县。1981年9月22日，温州地。

区与温州市合并，平阳县改隶浙江省温州市

人民政府管辖。

【注l

(1)《后汉书·郡国志》。“章安故(治)

(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一注引《晋(元)(太康

记]》日：矗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

立。未详。"据此，可见改为章安县的时间，当时

已有两说。 ，

(2)《宋书·州郡志洚作顺帝永建四年。又

说：“或云顺帝永和三年立。舫今从《后汉书·郡国

志》和《宋书·州郡志》．后一说。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仙坛

山’’，今据民国《平阳县志》卷三《舆地志》，卷五

十二(<古迹志》。 ．

(4)(5)据《宋书·州郡志》。

(6)宋元嘉三十年隶会州，宋孝武帝孝建元

年隶东扬州(《宋书·州郡志》：宋孝武帝“大明

三年·：⋯·东扬州直云扬州。八年，⋯⋯扬州还为东

扬州。宋前废帝永光元年，省东扬州并扬州。彦)

齐隶扬州。梁高祖普通五年隶东扬州。梁敬帝太平

元年隶缙州(隶缙州时间有几说，今从民国《平阳

县志·舆地志》订正意见)。陈文帝天嘉三年隶东

扬州。

(7)万历《温州府志》，开皇十三年改处州

为括州，省安固，乐成入永嘉。据民国《平阳县

志·舆地志》考证，十三年当为十二年之误。
‘ (8)《新唐书·地理志》作上元元年，今从

《旧唐书·地理志三》和民国《平阳县志·舆地

志》。
’

(9)如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江南道改为江南

东道。天宝元年，温州改为永嘉郡。肃宗乾元元年

改江南东道为浙江东道，改永嘉郡为温州。

(10)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温州

府》、《吴越钱氏志·地理表·温州》，《十国春

秋》卷七十八《武肃王世家下》，但民国《平阳县

志．舆地志势作“乾化三年"。按t三年当为四年

之误。

(11)静海军节度，于太平兴围三年降为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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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附：平阳县建置沿革表，， ㈡

朝：y代． j‘i～年．1 代 名称和县名 隶． 属 说。。÷明。，
_ 。

春。秋 公元前7700476年‘． 越 国

战 国 公元前475,--,221年 楚 国
楚威王(公元前339,',-,329

年)大败越，越后裔东越、
闽越二君皆朝服于楚。

东越地

始 皇 阖中郡秦 (公元前221～210年)

高祖五年
闽 越(公元前202年)

西 汉高祖封其侄刘濞为吴
惠帝三年 东瓯地 东瓯国 王，建吴国。东瓯国隶吴(公元前192年)

国。

汉 汉武帝时东瓯举国内徙江
汉 昭帝始元二年

回 浦 淮间，国遂灭。昭帝于东瓯
(公元前85年) 地建回浦县。景帝时灭吴

国，置会稽郡。

光武帝 章 安
．扬 州东 (25■57年)
会稽郡

顺帝永和三年 永 宁汉 (138年)

分永宁县置罗阳县，并在
大帝赤鸟二年 仙口山旁置横屿船屯。

(239年) 罗 阳

乏国 《三国志·孙亮传》载t
(吴) 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 孙壳太平二年，以“会稽东

(z57年) 部为临海郡。’’

末帝孙皓宝鼎三年 安 阳
(268年)

“武帝太康元年 安 固 扬 州
(z80年)

临海郡
西 析横屿船屯置始阳县，平

晋 阳单独设县始此。

武帝太康四年 始 阳
《元和郡县志》、乾隆

詈 (283年) (寻改横阳)
《平阳县志》均作太康元年，
《宋书·州郡志》、民国((平
阳县志》均作太康四年。今
据后二书。



●9·

续表

朝 代 年 代 名称和县名 隶∥属 j： 说’ 明=i． 。《

东 明帝太宁元年 扬 州
《晋书·地理志》1 2“明

晋 (323年) 永嘉郡
帝太宁元年分临海永嘉郡”，

晋 统横阳等四县。

文帝元嘉卅年 会 州
元嘉三十年分浙东五郡为

一(453年) 永嘉郡 会州(见《资治通鉴》)。

宋

孝武帝孝建元年‘ 东扬州
分原扬州之永嘉等五郡为

(454年) 永嘉郡 东扬州。余参见《沿革》
注(6)0

南

高帝建元元年至和 横 阳． 扬，一州
《南齐书·州郡志上》载

齐 帝中兴元年 有扬州永嘉郡横阳。
，(479—501年) 永嘉郡

武帝高祖普通五年， 东扬州 《梁书·武帝记》t武帝

(524年) 永嘉郡 普通五年“分扬州，汪州置

朝 梁
； 东扬州。，，

敬帝太平元年 。隶缙州时问见《沿革》
(556) 缙 州

注(6)。，，

’

天嘉三年以永嘉八郡“置文帝天嘉三年。 东扬州
陈 东扬州”。(《陈书·世祖(562年) 永嘉郡

本纪》)。

《隋书·地理志下》“开皇九
。。 文帝开皇九年： 吴州总管府 年置处州”。“平陈(是年隋

(589年)‘ 省入安固： 平陈)，郡(永嘉郡)废”．处 州

隋 文帝开皇十二年’ 吴州总管府 《隋书-．地理志》“十二年
(592年) 括 州 改日括州。"

省入永嘉’
炀帝大业三年i ．扬一一 州 大业三年复改为永嘉郡。

(见《元和郡县志·处州(607年)． 永嘉郡
下》)．。． r

《新唐书·地理志五》∥
。武德五年以县置东嘉州。劳
((旧唐书·地理志三》l。武
德五年，置东嘉州”，领横高祖武德五年 括州总管府

唐。 (622年) 横 ．阳 阳五县。《旧唐书·地理志
东嘉州

三》：高祖-“武德五年，分
安固县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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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朝 代 年 代 名称和县名 隶’ 属 说 明。

●

‘

。

《新唐书·地理志五》l
●

●

“贞观元年州废，省横阳、
江南道 永宁，以永嘉彳安固隶括

太宗贞观元年 州”。
越州都督府 《旧唐书·地理志三》：

。(627年)’ 掣贞观元年，度都督府，省
省入安固 括 州 东嘉州，以县属括州”。

：‘ 。一

：

⋯

高宗土元二年 《旧唐书·地理志三》载l
。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

， (675年) 安固二县置温州。’’
江南道

武后大足元年 温 州
《新唐书·地理志五》：。大

唐
足元年析安固复置(横阳)。”
《旧唐书·地理志三》“大足

(701年) 元年，复分安固置”。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江南东道
(733年) 温 州

玄宗天宝元年 江南东道 《旧唐书·地理志》‘‘天宝

(742年) 横 ’阳 永嘉郡 元年改为永嘉郡。"一

e
肃宗乾元元年 《旧唐书·地理志》“乾

(758年) 浙江东道 元元年复为温州”。

代宗宝应元年 温 州
(762年)

太租开平元年吴越天

后
祜四年

(907年)
东府温州

五 末帝乾化四年吴越钱 参见《沿革》注⑩，以“平粱
锈天宝七年 阳"为县名始此。

代 ．(914年)

十 民国《平阳县志·舆地
高祖天福四年吴越钱 平 阳 志》作“文穆王(元璀淦)七

国 ‘后 东府静 年”。未知何据，存参。
元罐八年 ．

晋
海军节度

(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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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明

宋 度宗成淳元年

元

世祖至元十三年

卷67(<吴越
兴国三年，
族归于京
)除”．

两浙东路

瑞安府

《宋史·地理志》l“本
温州”，“成淳元年，以度宗
潜邸，升府．”

江淮行省浙
东道宣慰司
温州路

成宗元贞元年

太祖洪武元年
(1368年)

平阳州

洪武二年
(1369年)

洪武九年

(1376年)

’成祖永乐问
(1403---'1424年)

代宗景泰三年

平 阳

(复为县)

江浙行省浙
东道宣慰
司温州路

江浙行省

温州府
参见《沿革》注@。

浙江布政使司

温州府

浙江布政使
司温处道温
州府

民国《平阳县志·舆地
志》：该年“析归仁乡地及
瑞安罗洋镇置泰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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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代
’

年。 代 名称和县名 。隶。 属 ‘； 说‘j- 明，。 ，。

世祖顺治三年 浙江布政使 顺治三年，始入：清版图
．。清：⋯ j 一7． 司分巡温处 (据《永嘉县志》)。’

：，’(1646年)一 道温州府。
，．．

?

、

元 年 浙江省温州
时道制废。．

●

“(1912年) 军政分府
．

中 三年置，五年六月裁。六
三 年 年复设，十六年又废。：；

瓯海道 1928年2月’¨中共平阳县委
华 (1914年)

“
成立。 ’～．

，．

民国廿西年(1935年6’

’民 月)中共闽东特委划平阳矾
山、，马站，桥墩，灵溪等区二十四年 浙江省行政
与阖省福鼎前岐等地设置鼎

国 督察专员公署
平县。 ‘，’，

i．．
^

(1935年)

●

，

●

平 阳 浙江省温州区

(1949年) (复为县)
中 专员公署

1955年3月成立矾山直属
浙江省温州 区隶温州专员公署。不久归

华 (1954年) 属平阳
f专员公署 1967年成立温州区军管

会。 ．．

人 浙江省温州
．．(1968年) ‘地⋯一区

革命委员会

民
’(1978年)

，^

共 浙江省温州
划原平阳县宜山，钱库，

．地 ，区
金乡、灵溪、桥墩、矾山，

1981年6月18日
’柠政套署

马站等七个区和矾山镇分置
、 。．

苍南县。

’和⋯
，|

。

●

’

．

国
浙江省温州

1981年9月22日 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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