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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县地名志》是一本介绍江陵县地名的资料书。这本书

、共收录5，125条地名的标准名称，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地理

位置，基本概况，江陵县行政区划图，各公社，镇、农场地名

图，部分重要地理实体照片，为读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地名资

料。 ． 。

。

，
．

’

我县地名普查在县委、县政府和地名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在省、地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从1 980年3月开始，同

年10月基本结束。普查中以It5万地形图为依据，对全县6，573条

地名逐个进行了核对，调查，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

，《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对部分地名

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基本做到了含义健康，读音准确，

书写规范，在规定的范围内不重名。今后如有个别地名需要更名

的，应按管理权限上报审批。． ．

<江陵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写的。从1981年

7月开始收集、整理资料，1982年6月完成地名志初稿，印发各

单位征求意见。经过修改后，1982年10月交印刷厂付印。这本志

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朝着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前进了一大

步。查阅地名志可以掌握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了解全县的．

地理、经济状况，分析，探索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更直接的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

《江陵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本地名志，由于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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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广，工作量大，时间短，加之编写人员水平有限，书中缺点、

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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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地名和编写体式

1．本书收录各类地名5，125条，约占全县地名总数的94％。

公社(镇)，大队和农场、队全部照录，自然镇、自然村(除个

别人户很少的外)均已收录，企事业单位及专业部门、人工建筑

物，名胜古迹及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只收录了重要的、起地名

作用的。

2．编写体式根据地名录取项目，公社采用地名录加注释，

其它则采用辞典体编写。 。

’

，

编排顺序

‘

1．按行政区划及居民点、企事业单位及专业部门、人工建．

筑物，名胜古迹及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五大类顺序排列。
， 2．行政区划及居民点以公社(镇)、农场为基本单位，按

镇、公社，农场、大队(先排与公社同驻一地)排列，公社、农

场按地理位置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原则排列，自然镇，自然

村、社(镇)企事业单位按行政隶属关系排列。

3．县以上企事业单位，按县、地、省、中央排列，其它各

项同类地名按所处地理位置，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顺序排列。

+， ·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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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字体和符号

1．大队(包括农场队)以上的行政区划采用五号黑体字。

2．为区别自然村与自然镇，自然镇在标准名称后加。毒打

显示·
7

，

，

-一

四有关说明
．。

， ． ．：

1．地名汉语拚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

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

2．书中使用的各种数据，是1979年年报统计数。人口是地。

名普查时的概数。

‘3．书中所用高程：自然地理实体采用黄海高程，水位、水’

工建筑采用吴淞高程。 ’ ‘
‘ ’

4．书中“位于公里数一是两地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公

路、江、河、堤、渠道长度为实际里程。
’

5．书中生僻字靠箜秒(h60)和方言字‘‘镄黟(guan)，

“镐"(000)，因书写巳成习惯，又没有适合的常用字取代，故

予以保留，在备注栏对其含义作了注释。

6．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仅作一般参考，不作为划界的

依据。
。

，

．’

7．地名图中的“垮"仍用“湾，，．
‘

．2·



陵 县‘概 况

江陵县位子湖北省中部偏南，长江中游两岸，江汉平原西

。北与当阳、荆门县接壤，东与潜江，监利县相连，南与石

、公安县交界，西与枝江，松滋县为邻。县人民政府驻地荆州

，沿汉(口)鱼(泉口)公路东至武汉市225公里。

江陵县辖15个公社、2个镇，1个棉花原种场，共59个管理

，4'73个大队，3，560个生产队，境内有5个省辖农场和1个畜

t$

牧良种场。总面积2，421．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l，435，900亩

(水田932，700亩，旱地503，200亩)，林地面积52，700亩，水面

面积522，600亩。全县共有39个自然镇，4，015个自然村，159，030"’

户，834，400人(回族691A,．，满族510F,．．，蒙族61人，苗族9人，

壮族5人，土家族3人，布衣族2人，藏族，维吾尔族、白族各

1人，其他均系汉族)，其中农村人口719，660人，城镇人口．；

114，740人，城乡从业人口281，800人。 。一’

江陵县属平原湖区。长江经李埠，弥市公社东流，至新河口

转南傍境而过l四湖总干渠流经东部边缘，东北有长湖。地势自

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点八岭山海拔101．5米，最低处沙岗公社

九家湖诲拔25．5米。西北部系荆山余脉，是冲岭起伏的岗地，占

全县总面积的15％：11中部，南部和弥市公社为平原湖区，占全县

总面积的85％。原有长湖，三湖、豉湖、自水滩、白露湖等大小

湖泊52个，民垸172个，自1957年四湖排水工程兴建后，相继围

湖平垸，除长湖，内泊湖、泥港湖外，均巳开垦为地势平坦、河

渠纵横的肥沃农田。全县地表径流自西北向东南：荆州镇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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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置长宁县于廓内，次年废枝江入长宁，大历六年(公元771

年)复置枝江县，原长宁还江陵(《湖北通志·江陵沿革表》)。

五代时为南平国。宋时江陵县属江陵府。元初属江陵总管府，

1276年属土路总管府，天历二年(1329锄属中兴路。明、清属
荆州府。民国元年废府设道，江陵县属湖北省荆南道，1932年属

湖北省第七区，’1936年属湖北省第四区，1940年江陵县为日军所

陷，县政府迁至郝吠镇，后迁至第穴区(弥市)蒋家铺(现属公

安县)。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迁还江陵城。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江陵县属荆州地区，同年沙市建市分出·一’1950年

第五区所辖的南五洲划属公安县，1952年复兴区划属荆江县(现

，公安县)，张金、龙湾区划属潜江县，1975年立新，杨场公社划

．属沙市市。 。
，

江陵县是楚文化发源地，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在江陵县留

下了许多举世称颂韵名胜古迹、遗址。现已查明的七大古墓群墓

冢达737个。1949年以来，先后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中，有制造

精美的青铜器，璀璨夺目的楚文物，瑰丽多彩的秦、汉艺术珍

． 品，精致入微的秦汉瓷、漆器，保存完好的西汉古尸⋯⋯。1965

年在川店公社望山楚墓中出土的刀刃锋利、光泽照人的越王勾践

剑曾在日本展出，国内外观众赞叹不已。纪南公社的楚故都纪南

城(史称郅)，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徒都郢，先后有20个王在

此建都长达411年之久，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南方最繁华的城市，

有矗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耖的记

述。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出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用在这里出土

的25具彩绘石编磬演奏的。江陵城即春秋之渚宫，距今已有2600
’

多年历史，从南北朝到五代南平国共有10个帝王在此建都100年。

江陵县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历代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是吴

蜀魏相争的古战场，以关羽活动命名的马跑泉、平头冢、7将台冢

·’3·。



．子、偃月城等许多地名保留至今。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玄妙观、

。开元观雄伟壮观。

江陵县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代配合农民起义。如汉末的

绿林军，唐末的王仙芝，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

等攻占过江陵城。辛亥革命中，江陵人民配合民军，经多日奋战

攻克荆州城。1926年至1927年在沙岗一带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

下组织，不久自马寺，普济观·菱角湖，马山，弥市等地也相继

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1927年在沙岗发动了武装暴动，并在沙岗

五显庙成立了江陵县农民协会，1930年成立了江陵县政府，同年

湘鄂西省政府．_度迁驻沙岗。1932年在贺龙、周逸群同志的领导

下，开辟了白露湖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

派的三次围剿。1947年李人林同志率领部队风雪渡长江，郝穴人

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江陵县是湖北省主要产粮县之一。全县15个公社、5个省辖

农场，除弥市，李埠，滩桥公社以种植棉花为主，兼种小麦，豆

．，类、芝麻外，其它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小麦、棉花、油菜。江

陵县境内山、丘、河、湖、平原俱全，物产丰富，尤以稻米，棉

花、鱼虾，菱藕、禽蛋、野味享有盛名，《史记》、《汉书·地

理志》皆称江陵为“饭稻鱼羹’’、搿民食鱼稻’’的鱼米之乡。过

去南涝北旱，加之长江水患无穷，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根除水、旱灾害，造福子孙，江陵人民早在

1952年就参加修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

程，并逐年加固荆江大堤，因而战胜了1954年、1968年、1981年

三次特大洪峰，32年来安澜渡汛无灾害。1957年以来在中部、南

部地区以排水为主，开挖、疏通了太湖港、四湖总干渠、西干

渠．：豉湖渠、渡佛寺渠、曾大河、十周河，五岔河等16条排水干

渠，总长361公里，西北部以灌溉为主，开挖了漳河水库二干渠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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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段)，修建了3座中型、23座小型水库，‘总库容16，窗0万立．

．方米，在荆江大堤上修建了3座灌溉闸，。与其配套干渠1-o条，总

长148公里，修建机’『电排灌站163处，’总装机约4万碰。初步形

成了合理的排、灌水系，南涝北旱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全县旱，

涝保收面积达97万亩；各种农作物产量迅速增长。1979年全县粮’

食总产100，740万斤，比1949年增长2．77倍，棉花总产314，760担，

比1949年增长6．72倍，油料总产104，782担，比1949年增长0．3

倍。1979年全县农业总收入18，420万元(不包括6个省辖农：牧‘7

场)，社员人平均分配138元，比1949年增长2．8倍。在大力发展。

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林业、养殖等多种经营，1979年全县

用材、经济林达52，000亩，采伐木材2，029立方米，年产茶叶5

万斤，鲜鱼48，477担，出售牲猪241，900头，鲜蛋产量居全国第 -

^1979年农副土特产出口换取外汇448万元，三湖农场的糖心
皮蛋在港澳地区享有盛名。

一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机械、电力事业发展迅速。1979

年全县拥有各种农业机械10，621台，其中拖拉机1，039台，手扶

拖拉机3，660台，共279，330马力，每亩耕地平均0．194马力。全

县建有13个变电站(110千伏1个，35千伏12个)，总容量8，135

千伏安，1979年全县工农业生产用电4，181万度。、

工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全县仅有十几家生产简单农具、生潘

用品的手工作坊。现有中央、省、地办工厂，7个，县办工厂38

个，社：镇企业403个，职工总数51，129人，总产值达17，175万

元，比1949年增长83倍。这些工厂生产汽车，机床、丝绸，棉

+布，棉纱、毛巾、‘橡胶、农药，化肥、塑料，建材，电子器材等

3，000多种产品，除满足本县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外，大部销售

省内外，其中仿荆州锦缎的福寿嚣锦，毛巾，抽油机，玛钢管

件、猪鬃等18种产品，远销日、美、中东，西欧，东南亚、港澳

。·5 1．



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9年换取外汇112万元。 ·

江陵县自古是南北通道，北京至广州的铁路修建后，交通地

位有所下降，解放前夕仅有通往襄阳的简易公路。县内因河，湖

阻隔，交通不便。1949年以来，先后修建了汉(口)鱼(泉口)，

． 襄(阳)东(岳庙)，沙(市)洪(湖)，沙(市)澧(县)公

路，并在虎渡河．沮漳河上修建了弥市．万城大桥。沿四条公路

干线分出lo条支线通往各公社，农场，公路里程达380多公里，

相当于1949年的24．2倍。此外，各公社均有简易公路通往备大

队：1979年全县拥有汽车l，248辆，其中货车952辆，客车268

辆，总吨位3，770吨j年货运量92万吨，客运141万人次。还有长

江、虎渡河、沮漳河，长湖水上运输，郝穴、新河口建有码头，

346只木船、247只机动船和一艘客轮往返其间，年货运量145万

’吨，客运19．5万人次。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全县共

有小学635所，中学101所，中专5所，大专3所，教职员工

12，360人，在校学生264，231人，其中小学生171，719人，初中

生73，567入．，高中生13，580人，中专生2，603人，大专生2，762

人，学生总数比1949年增长12．4倍。全县有1个专业剧团，42个

电影放映队，建有4家剧场，3家电影院和26个室内、露天电影

放映场，以及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文化宫、电视

塔等，为人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设施。建有5家医院、

17个卫生院，49个卫生所，6家职工医院和防疫、保健，药检、

血防站(所)11个，共有医护人员3，169人，病床2，637张。此

外，公社还建有血防组、灭螺队，大队建有医务室，为改变缺医

少药的状况，防病治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

一。 江陵县人民政府驻地江陵城，即春秋之渚宫，又名荆州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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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座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城。今日古城，旧貌换新颜，城墙

巍峨，松柏映带J城楼壮观，碧波倒映I城内街道宽敞，车水

马龙，城外厂房连片。马达欢歌，现已成为荆州地区，江陵县的

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198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江陵

列为全国第一批2 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一 (附江陵县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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