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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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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江西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县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以1971年版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从1981年

5月至1982年底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和标准化处理，并经省、地主管部门验收鉴定评为优

良级。在此基础上，按“江西省市，县《地名志》编辑大纲’’的要求，通过进一步调查，函

询、考证，核实，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编写成这本《婺源县地名志》。

《婺源县地名志》是法定的地名工具书，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典籍。它以简明的

形式，集中提供了我县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标准读音，系统地介绍了地名来历，含义，稻

革和有关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状况，它的出版，将为社会及人民的日常交往

使用地名，提供了依据。 ，

全书约54万字。共收录标准地名2，409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1，839条，专业部

门名称56条，人工建筑名称17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14条，纪念地，名胜古迹，游览胜地

名称30条，文字材料48篇，县、公社(场)，镇地名图33幅，有关照片58帧。、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本志，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地名按照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专业部门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人工建

筑名称，纪念地、名胜古迹、游览胜地名称五大类集中编排。每大类地名中，除公社(场)．

镇驻地名称和公社(场)，镇所在地大队名称分别排在同类词目之首外，其它地名均按照地

名图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顺序排列。
／

二、为了便于读者检索有关地名，附录中备有“地名汉字笔画顺序索引表"， “地名汉

语拼音音序索引表"， “新旧地名对照表"，“地名方言用字读音、含义集注’’，．“废地名

一览表，，， “别名，曾用名与现名对照表”和“一九八四年机构改革后行政区划新旧名称对

照表"。

，三．志中所引用的数锯，除另有说明者外，均采用1980年统计年报数或有关业务部门提

供的数据。人1：1数除释文中采用1980年底的数据外，概况文字材料按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四、志中的地名注音，以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颁发的《中

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的标准拼写。

五、志中编入的地名图，是根据“总参测绘局”1971年出版的五万分之一航测图编绘。

词目中的地名均标入地名图，但因受图幅限制，对极少数字数较多的地名酌情简化。行政区

划图界线未经实测，只表示概略范围，不作划界依据。
j

六、志中词目右上角加“·’’表示片村或区片，右上角加“‘·，，者表示农点，大队 ；

级行政区划用( )符号注明。

七，词目释文中有文字依据者都注明出处。凡引自档案资料和实地调查者，概不一一注

明。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婺源县地名，均应以本志为准。更改地名，必须按国务院及省有

关规定办理，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不得擅自更名。

婺源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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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婺源县概、况

婺源县位于江西省东北边陲，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五县(市)接壤的山区。东邻浙江开

化县，南接德兴县，西连景德镇市，北界安徽休宁县，西南与乐平县毗邻。总面积2，947·51

平方公里。辖31个公社(场)：1个镇，216个大队(场、所)，4个居委会，1，416个自然

村，56，847户，2 84，513人(非农业人口30，378人)。除散居于县内的苗、回、彝、壮、满、

畲、蒙古、布依族共44人外，均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西南距南昌市340公里，南距

上饶市176公里。 ，

据对中云善山出土的石器、古陶片等考证，远在四千多年前，境内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

息，建立了若干原始居民点。

商周时期相传属“扬州之域"。春秋属吴、越，战国属楚。秦属鄣郡。汉属丹阳郡歙县

地。三国吴属新都郡休阳县地。晋属新安郡海阳(海宁)县地。隋属歙州休宁县地。唐开元

二十八年(公元7 40年)正月初八，析休宁之回玉乡和乐乎之怀金乡，纵横二百余里，立婺

源县，以地当婺水源头而名，治设清华，隶于歙州。天复元年(公元9 01年)，县治由清华

迁移到弦高镇(今城关镇)。宋宣和三年(1121年)隶属徽州。元属徽州路，元贞元年(1295

年)升为婺源州。明属徽州府，洪武二年(1369年)降州为县。清仍明制。1934年从安徽划

入江西，隶第五行政区。1947年划回安徽，隶第十行政区。1949年5月1日婺源解放，复划

归江西，隶乐平专区。1950年改属浮梁专区。1952年起隶属上饶地区至今。

地处黄山余脉环抱之中，受无数溪流的冲刷切割，峰峦重叠竞秀，峡谷幽深秀丽。境域

略呈椭圆形。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徐徐倾斜，东北群峰屹立，巍峨挺拔，以郭公山主峰擂鼓峰

为最高，海拔1629．8米，西南丘陵绵亘，最低在中洲林场的小港村前河旁，海拔约34米，‘平均

海拔在100一150米之间。境内涧水泪流，溪河纵横，集雨面积大于一百平方公里的河流有10

条，总长5 16．4公里，流域面积2621．9平方公里，除江湾水由休宁县溪西入境，鳙水东流汇

入浙江省钱塘江外，余均发源于境东北和西北山地，曲曲弯弯汇流于境西南入乐安河。属饶

河水系，乐安河上游。
。

]



2婺源县概况

境内的地质构造以北东向断裂和东西向构造带为主。地层呈北东向与东西向展布，广泛

分布着前震旦系地层和燕山——加里东二期岩体。岩浆岩出露在东，北部，因而山峰陡峭，

西、南局部以石炭系——白垩系地层组成，故形成溶蚀峰丛和洼地丘陵。土壤偏酸。由变质

岩、花冈岩、碳酸盐岩类及紫红色泥质粉沙岩风化发育而成，类型主要有黄壤、红壤，冲积土

和水稻土。黄壤见于海拔8 00米以上的山地，红壤遍及低山、丘陵地，水稻土和冲积土多呈

小块分布在溪河沿岸。全县有耕地336，972亩(水田307，874亩)，茶地152，051亩，果园1，319

亩，山地3，706，875亩(占总面积的83．09％)。

地处中亚热带，属东南季风温暖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7℃，1月平均气温4．6℃，

7月平均气温28℃，≥5℃的积温5，573℃，≥10℃的积温5，066℃，极端气温：最低一1 1℃

(1967年1月16日)，最高41℃(1967年8月28日)。年平均降水量1，821毫米，1954年最

多，计3，029．4毫米；1978年最少，为1，114．5毫米。是赣东北暴雨中心，1957m1980年中，

≥50毫米的暴雨日共出现153次，≥100毫米出现24次，1955年6月17日，降雨2 69毫米，使

44，850亩农田受淹，城关镇部分房屋被冲塌。无霜期约2 52天(3月中旬一11月下旬)，丘

陵地区略长于山区。日照平均时数1，868小时。1965年8月13日的台风达12级，风速在4

米／秒以上，1978年清明前后，浙源沱口的一次冰雹，最大雹重达到1．5公斤。

婺源是江西重点林业县之一，建国以来，每年为国家提供木材7万余立方米，毛竹20多

万根。森林面积有162万亩，占山地面积的43．7％，活立木蓄积量819．2万立方米，毛竹907．6

万株，森林覆盖率达36．6％(指用材林)。主要树种有杉、松，槠、栎、木荷等2 00余种，

稀珍树种有樟，楠、柏，檀、银杏等40多种，鄣公山有黄山松天然分布。经济林以油茶，油

桐、乌桕为主，灌木主要有杜鹃、黄端木、山胡椒等，草本植物以蕨类，铁芒箕，禾本科居

多，已栽培的果树有梨，桃、李，枣，柿，柑桔，葡萄等，被国外誉为“水果之王”的中华

猕猴桃遍布山间，年产约5千吨。另有香菇、木耳、松脂、香料，土纸、箬叶、笋干等林副产

品和浙贝，黄莲、厚朴，香附、夏天无等多种中草药材。野生动物有；虎、豹、熊、豺、猴、

野猪，山羊，麂、刺猬等。现已探明的地下资源有金，铜，铁，锰、钨、煤，硫磺、水晶。

大理石，钾长石，瓷土、石灰石，砚石等。

全县水域面积79，658亩，水能蕴藏量为15．6万千瓦，可开发水能5．83万千瓦。境内已建

成小型水电站173座，装机200台，容量2 0034．9千瓦，人均有电70．6K，居全省首位，是全

国100个农村电气化试点县之一。有变电站2座，装机容量15200千伏安’架设6千伏以上高



婺源县概况 3

压线路44条，总长度1，090公里。溪河中鱼类有青、草、鲢、鳙、鲤、鲫等60余种，荷包红

鲤鱼是水产中之瑰宝，稀珍水生动物有国内濒临绝种的鹰头龟。全县养殖水面14，592亩，年

产鲜鱼97万余斤。水生经济植物以茭白为主，莲藕次之。

建国以来，兴建中、小型水库132座，塘坝1，188座，有效库容达1．11亿立米；引水工程

1．753座，引用流量7．2立米／秒，提水工程有电灌站203座，装机3，802千瓦；机灌站2 15座，

装机4，116-5力，喷灌站10座，装机216千瓦；水轮泵170座／181台；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69，732马力。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21．75万亩，早涝保收面积16．34万亩。1981年产粮2l，114

万斤，(是1949年7，，399万斤的2．85倍)，油脂218．95万斤，生猪年末存栏数10．58万多头，

农业总产值达7r，158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87％)。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薯、豆

类次之。经济作物有茶叶、油茶，芝麻，油菜等。茶叶产量在建国前夕1．5万担的基础上逐

年发展．1976年跨进了全国年产茶5万担基地县的行列，1982年达到8万担。是全国绿茶重

点产区之一。

建国前夕，境内只有一家火力发电厂，几十家茶叶商号和一些手工制伞，造纸，酿酒等

小作坊。现发展到制茶、茶机制造，水电，采煤，造纸，纺织器材、水泥，化肥，酿酒．木

材加工，农机、石灰，砖瓦、印刷、粮油食品加工、汽车修配等1 20个地方工业企业，1981

年工业总产值4，602万元，社队企业发展到539个，收入达1，712万元。全县实现了茶叶初，

精制机械化，现有茶叶初制厂7 17座，加工能力9万多担，精制厂6座，加工能力15万担。

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以龙尾砚、婺墨．雨伞、竹木制品著称。 ．

婺源传统物产“红、绿，黑、白”蜚声中外。红：即荷包红鲤鱼，是我国优良淡水鱼种

之一，肉嫩鲜美，营养丰富，经国家水产总局评定列为我国鲤鱼类之冠。绿：则是绿茶，婺

源素是“茶乡"之称，种植茶叶已有1，300多年历史，唐代陆羽《茶经》中有“歙州茶生婺

源山谷，，的记载，所产的绿茶具有“汤清，叶绿，香高、味醇"等特色，历史上曾获嘉靖皇

帝赏赐的银牌，建国后在全国绿茶质量评比中也多次获奖，美国威廉·乌克斯著的《茶叶全

书》中赞道： “婺源茶不独为路庄茶中之上品，且为中国绿茶中品质之最优者"。黑；是龙

尾砚和婺墨，龙尾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生产制作已有l，200多年历史，以“声如铜，色

为铁．性坚滑、善凝墨”而名重天下，誉为“砚国明珠"，历代列为贡品，南唐后主李煜夸

为天下冠，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米芾、蔡襄等名流学士都曾为龙尾砚题诗，作记，写

歌，婺墨始于南唐，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的美誉，驰名中外，见赏艺林．自：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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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雪梨，有4 00余年的种植史，以体大肉厚、洁白脆嫩，汁多味美，入口消融见称。此外，

甲路雨伞，曾被选入国际产品博览会展出，珍珠山酒厂酿造的清华婺酒和珍珠液酒，先后被

评为省名酒，婺源墨厂制作的工艺蜡烛，填补了江西省制烛工艺的空白，许村香料厂提炼的

松油醇，在西德，英。法等国家市场颇受欢迎，县竹制品厂编织的竹串茶垫、盆垫和串珠形

门帘，远销英，美、日本等17个国家和地区。

昔有“书乡"之誉的婺源，“山间茅屋书声响"，“读书风气甚浓，十家之村，不废诵

读”。自宋至清，境内除有规模较大的紫阳、福山书院(共12所)和县学，医学外，社学、

书塾遍布乡里。可是到建国前夕，全县只有中学8所，小学126所，学生8，600余人，教职员

1313人’现有完全中学8所，初中22所，小学927所，教育学校，卫生学校和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各1所，在校学生57，440余人，教职员工3，490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1％。有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29个，病床465张，农村生产大队(分场)均设立了医疗站。全县有专业徽剧

团1个，电影放映单位89个，还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24个)、博物馆等文化单位，

各公社(场)都建立了广播站，有电视转播台9座。19．82年建成的“婺源电视台”，是省内

第一座县级电视台。 。

历史上被称为“山阻而弗车，水激而弗舟”的闭塞山区，如今公路盘山绕，通车里程达

1，155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为39．2公里。全县31个公社(场)、90％的大队都通

车，县城与邻近的安徽屯溪市，浙江衢州市和景德镇、上饶市及乐平、德兴、波阳县直通班

车。星江河下游50公里可通航小型机帆船，上游和支流可放运木，竹筏。

婺源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1930年，境南朱坑农民举行了首次革命暴动。1931年，

中共化婺德特区在曹门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1933年，闽浙赣省委在县西梅田与朱坑，成立

了浮乐婺中心县委和婺源县委，建立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和武装游击队，发展形成婺西

南一大块红色区域。1936年，闽浙赣省委在鄞公山召开扩大会议，改名皖浙赣省委，下设赣

东北等五个特委，逐步发展为以鄣公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47年，中共皖南“前委’’率

新四军皖浙赣支队再次挺进鄣公山，建立了以婺源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根据地，有

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

境内自然风景秀丽，名胜古迹甚多，历朝人才辈出，代有名流。史载：有文人5 04位，

著作1，275部(选入国库“经、史，子、集"者180部)，出任仕宦的达2，665X。是我国南

宋文学家朱弁，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明篆刻家何震，清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科学家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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