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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竹山县地名志》是一部介绍竹山县地名的工具书。书

中共收录了地名5，25 o条，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我县各类地名

的现行标准名称，以及县、社、镇、大队、自然村、居委

会，街道、巷、重要的企事业单位、重要的地理实体、主要

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烈士纪念地的名称含义、地理位置

和基本情况，县、社，镇主要地名的历史沿革，还有县、

社政区图和35幅照片。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准确的地

名资料。
‘

《竹山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汇编的。我县

的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在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

具体指导下，于1980年7月至12月，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人员跋

山涉水，不辞劳苦，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的地

名核实和调整了6，2 o 9条，基本上做到了含义健康，读音

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因此，《竹山县地

名志》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结晶。

《竹山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长期遗留下来的

地名混乱现象已基本结束，进入了标准化、规范化的阶

段。查阅本志，不仅可以探索和分析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

而且能够较为准确地了解竹山的地貌，了解竹山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状况，使地名直接地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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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为了便于使用本志，特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所列地名，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审定的，凡使用本县地名，应以此为准。如

需更改和增减地名，必须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否则无效。

二、县政区图中所标行政区划界限，仅作一般参考，不

作为划界依据。

三、本志的编排形式为词条式。其顺序：社、镇按习惯

排列，公社内地名按地名图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其他地名

分类序列。对以姓氏、地形、方位和不难理解的地名，其含

义一般未作解释。

四、书中所收数字多为概数，以竹山县统计局1979年年

报为准(林业数字以1976年森林资源普查统计为准)。

五、本志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

家测绘总局拟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书中使用的里程，除社(镇)与县，县与地、省之间

使用曲线距离外，其他均为直线距离．所述面积均按地图平

面计算。

七，本志所用海拔高程，是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八、本志地名中的方言用字有：。凸"，标准读音为t0，

方言读音为b石o，指小山包或如小山包的高地；“凹"，标准

读音为石o，方言读音为wa，指洼地l掣王尚"(t五n9)，指平缓

浅洼山地，“槽，，．指狭长谷地，“洞"，除指洞穴外，也

指近似洞的峡谷地，“台”，指河，沟，路旁高处小块平

地I“±扁"(bi五n)，指山梁腰部狭长平行地带I“坪修．

“坝”．指开阔的山间平地，。桃"(p6)，指成林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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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台、楼台、．沧浪、文峰、深河、田家，峪口，官渡，柳

林、洪坪，城关镇)。484个生产大队(不包括社办场)，2，954

个生产队，，．；3，925个自然村。全县总面积3，586·19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6 1．．7 2万亩(水田1 O 7，1 1 O亩)I林地

2，O‘o．9 9万亩．其中用材林1 7 7．6 7万亩；水产养殖面

积0．9 l万亩；放牧面积9 8．8 4万亩。全县8 7，5 O 7

户，4 2 6，‘0 2 O人，其中非农业人口8，6 20户，22，941’

人，农村人口83，887户，403，O 7r9人。以汉族为主。少数

民族有回、瑶、维吾尔i彝、苗、满族共562人．占总人口

的1．3％，大多住在县城和集镇。 、
．，

‘

，全县以山地地形为主。，主要山峰有葱坪、獐子机、自岩．

寨i六池子、枪刀山、九华山，圣母山、沧浪山、喇叭山．，

摩天岭、．大营盘等。’高山地区494．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多在东南部。南部地势最高，位于洪坪公社与竹

川省巫溪县交界的葱坪山，海拔2，680米，为全县

北端次之，位于沧浪公社东北部与郧县交界的沧浪

1，824．7米。低山和丘陵面积约1，203．7平方公里，

的33·6‰多分布在本县中部堵河两侧和宜(宜城)

竹(竹山)公路沿线。中山地区约1，887r．9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52．6％。最低点是沧浪公社庵坊大队红岩坑(村)东，海

拔225米。整个地势南北高，中间低，略呈马鞍形。

竹山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据县气象站25年资料统计，

年平均气温15．6℃。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7．7℃，极端

最高气温43．4℃(1966年7月20日)，最冷月(一月)平均

气温一3．1℃，极端最低气温·9．9℃(1956年1月21日)。

全年>5℃积温为瓦40HD．1℃，，持续规284．2夭’>10℃积温

为4，959．2℃，持续斯23S．9天。年降雨820，1毫米，春季占2础，

夏季占40．6％，秋季占27叻，冬季占4．4％摹年平均相对湿度

为7J1％，无霜期约254．4夭，最长282天，最短214天。由于地形

不同，各地气候糨差悬殊。高山地区冬春常有寒潮冰冻出

现，中山。低山和丘陵地区夏秋常有大风，造成局部灾害。

竹山县历史悠久。据((史记》记载，“竹山，古县名．

本庸茸，春秋楚置县。属益州。∥秦实行郡县制，在此置上

庸县，属汉中郡。西汉视年沿秦制。汉武帝二十年升上庸县

为上庸郡，汉末领北巫、安乐、武陵、安富，魏阳五县。三

国时，上庸郡属魏国荆州管辖。两晋承袭魏制。南北朝(齐)

时，上庸郡领九县：上庸、北巫，微阳，武陵，兴安，吉

阳，齐安、上廉。新丰。南北朝(梁)时，省微阻，废上庸郡

及上庸县，置安城县。西魏时改为竹山县。到隋朝、隋文帝

1n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开皇中改罗州为房州，治竹山县。唐太宗时，竹山县属山南

道。宋代升房州为保康军节度，辖竹山县(上庸县即今竹溪

县并入)。元代．竹山县奉元路襄阳府辖。明初承袭元制，

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立郧阳府，竹山县归其所辖。

同年又将竹山西部另置一县，即竹溪县。清代因袭明制，据

《竹山县志>)咸丰九年版载：“道光初年割竹山、竹溪、房县三县

之南乡置自河厅，抚民同知，旋改督捕同知，其地仍归各县。’’

民国承袭清制。1949年1月26日解放后，隶属陕南行政主任公

署，后改属郧阳专员公署，辖9区(即城关、溢水、保丰、永胜、沧

浪，文峰、田家、官渡、柳林)’1952年赳为12区(保丰

区分为保丰区和擂鼓区。沧浪区分为沧浪区和茅塔区，永胜

区分为永胜区和大庙区)尊1955年改为lO区l镇‘城关区分

为城关镇、城郊区，沧浪区和茅塔区合若为沧浪区．保丰区

与擂鼓区并为保丰区，永胜区、太庙区改戈{I为得胜区、秦

古区)。1957年改为11区l镇‘沧浪区分为沧浪区和茅塔

区)。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改为11个公社1令镇。共91伞

管理区．1 9 8 1年恢复区社建制，杖改为区．管理区改为

公社。1 g 7 5年撤区并社时，将原来的医、镇组成2竹被，
镇、矿。1980年3且撤销文峪硫铁矿。l 9 8 Q年地名普查

时，将太平、永红两个公社分飘更名为麻家渡公社、牌楼公

社。l 9 8 1年2月撤销蒲溪公社。 。? ⋯

竹山县名来历，唐朝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说，。县

邑之北百里，有黄竹山．昔时山多竹邑，其色皆黄，故西蕴

命邑县名日竹山。"

竹山县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据鬈竹山县志》载I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猷息，罗汝才，郝摇旗等曾在竹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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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清朝房人刘通领导农民起义，活动于房、竹。成丰时白莲

教在竹山活动十数年。辛亥革命烈士张振武出身子竹山县茅

塔区(今茅塔公社)的田沟口a．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主要领导人之一施洋，中共早期党员，是竹山县溢水区(现麻

家渡公社)杨家河施家湾人，曾于1914年由郧阳农学堂回到竹

山，创办县农务会，开展革命活动。北伐时期，贺华，施季

高等受董必武同志的派遣，回竹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竹山县

支部委员会，‘开展农运、工运和武装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贺龙、柳直旬等同志率领红军挺进房县，曾在霰

县对峙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第29抗日巡回

宣传队来竹，与竹山地下党员朱绮霞，傅汝华等重建竹山党

组织。解放战争初期，李先念、王树声等率领的部队中一部

分经过竹山，在柳林，得胜、八道等地播下了革命种子。

l 9 4 6年7月初，许明清率领新四军一部来竹，建立了竹

山县民主政府，并兼任竹山县县长，不幸在与敌奋战中被

捕，英勇就义。‘‘；一“。_。’i?’·。
·

‘

‘J据《竹山县志》载。昔日全县有十二景，即“霍岭春云。，

o筑江秋涨"、“军滩烟雨"、“石桥夜月"、“北星悬崖”、

’“泰山晓日巩、“阴岩清泉，，、囊虎岩藤花’’、。石洞仙踪”、

“大梵晨钟’’、“瓜坝孤舟’’和“南楼晚眺，，。此外还有文
l

蜂塔。 -，

’

水利资源比较丰富。主要河流堵河，先后有苦桃河、深

河、霍河：‘北星河等17条支流汇入，多系水流湍急、多险滩

的山溪型河流。堵河发源于川鄂交界的四方台北麓，由白河

口入境，流经本县的9个社、镇，在与房县交界的尼姑河口

出境，境内长138公里。流向由南向北，常年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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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班客车。堵河中

木帆船、机帆船常年航行。全县有民用汽车17．4辆，机动船

1 3只，木帆船88只。

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前，全县仅有小学88所，学生5，800

多人，教师400多人，初中、简师各l所，学生500多人，教师

50多人。1979年中学发展到82所，学生20，160人，教职员工

1，227人I小学发展到514所，学生63，731人，相当于1949年

前的11倍。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3％。教职员工2，836人．相

当于1949年前的7．1倍。基本上社社有中学，大队有小学。此

外，有中级师范l所，有文工团、图书馆各1个，新华书店

门市部2个，文化馆、站21个，电影院、队48个，广播站1个‘

电视差转站1个，公社广播放大站23个，形成了文化网。

医疗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9个医务人员、4张病床的

卫生院。l 9 7 9年医院、卫生院增加到25所，还有卫生防

疫站、麻风病院、妇幼保健所，药品检验所、卫生干部进修

学校等，共有病床629张。实现了县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片

有卫生所，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共有专业医务人员992人，赤

脚医生l，l 6 8人。医疗设备不断完善。广大职工享受公费

医疗待遇．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

不断提高。

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面积约7．5平方公里，辖4个居民委员会，6个农业大队，

13条街道，5条巷，总人口17，15 o人，其中农业人口4，730

人。有回民470人。昔日的荒凉山坡走马岗、北门沟、柳树林

等处，已焕然一新。水陆交通方便，街道宽阔．楼房林立，

市场活跃，经济繁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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