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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九月

汹一I



《仙居县地名志》是一部介绍我县地名的资料书。书中共收录了

县、区，镇，社，大队，自然村以及重要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名胜古

迹和企事业单位的现行标准名称3730多条，对其中重要地方的地理特

点，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及现状，作了简略介绍。还有县、镇、社等

地名图39幅和照片41帧o《仙居县地名志》提供了我县较为准确，完

整的地名资料；是仙居有史以来收录最多的一部地名资料书。它所提

供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是四化建设和党政机关以及各条战线在

工作中必备的地名工具书，也是乡土教材的参考资料。它对加强行政

管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o ；

《仙居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地名普查成

果的综合反映。在地名志的编纂过程中，又进一步对所录地名的读音，

书写作了技术性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含义健康、读音准确，书写规范

以及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的要求。
’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地名办公室业务上的直接指导和热情关

怀o《浙江地名工作通讯》1983年27期转发了我县地名办总结的《关

于仙居县地名志初稿复核工作的几点体会》一文o ，

《仙居县地名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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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地名志，不仅可以掌握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

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地理特征、历史风貌和经济状况，分
析和探索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矽建设服务。

为了便于查阅和正确使用本志的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列为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具有法定性。各部门，

各行业使用地名时，均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个别地方需要更名

或重新命名地名，要按地名审批权限，上报批准，方能生效o

’二、本志中地名编排次序，是按地名图以区，镇、公社为单位，

自左至右，从上到下排列。区的筒况均录归所在地公社内，其它地名



按同类集中安排。

地名图中行政区划界线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三、由于地名资料普查特定的时间性，故本志中使用的各种统计

数字，基本上为1980年底的统计资料。不然，则注明新资料的年份。

四，根据浙江省地名委员会通知精神，本志印刷出版时，署名

“仙居县地名委员会夥o

五，本志中所引用的地名史料，主要来源于光绪《仙居县志扮。

六，本志中所用的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o

’七，镇，公社以上驻地与县城以及县城与省城杭州相距公里，系

指直线距离。

仙居’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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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县历史沿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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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居城区⋯⋯⋯⋯⋯⋯⋯⋯⋯⋯⋯⋯⋯⋯⋯⋯⋯⋯⋯⋯⋯⋯⋯⋯⋯⋯⋯⋯⋯⋯(17)

城关镇(概况，图，地名)⋯⋯⋯⋯⋯⋯⋯⋯⋯⋯⋯⋯⋯⋯⋯⋯⋯⋯⋯⋯⋯⋯(18)

绩溪区⋯⋯⋯⋯⋯⋯⋯⋯⋯⋯⋯⋯⋯⋯⋯⋯⋯⋯⋯⋯⋯⋯⋯⋯⋯⋯⋯⋯⋯⋯(31)

横溪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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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头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i100 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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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宅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66)

湫山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72)

溪口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78)

溪港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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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市人民公社(概况，图，地名)⋯⋯⋯⋯⋯⋯⋯⋯⋯⋯⋯⋯⋯⋯⋯⋯⋯⋯⋯(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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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居 县

仙居地处浙江省东南部，括苍山脉中段，位于北纬28051’，东经

120。44’o东连临海，黄岩，南与永嘉接壤，西和缙云交界，北邻东，

阳，天台。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距省城杭州163公里o

全县有5个区，1个镇，34个公社，662个大队j共911 39户，

391435人，其中回族3人、苗族7人、满族1人，侗族1人，白族2人，

畲族20人，此外，均系汉族。全县总面积1992平方公里，县境东西长

约63公里，南北宽约58公里，是以粮为主，农林牧综合发展的山区o、

仙居开发甚早，殷商时属东瓯，春秋时为越地，秦属闽中郡，西

汉为回浦县地，东汉为章安县地，三国为吴属始平县，’西晋属始丰’

县。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置乐安县，这是仙居立县的开

始，属临海郡。五代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改乐安县为永安县。

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多神

仙之宅"为由，改永安县为仙居县。自此，仙居之名一直沿用至今o，

仙居自东晋建县以来，县名屡更，治尝再废。但自唐高宗上元二

年(公元675年)至民国末，其间1270多年，闾井依然，疆域如旧o

1949年5月解放。解放后的主要变更有二次：一次是现属之安岭，陈

岭，溪港三公社解放初期划归缙云县管辖，1962年还属仙居I另一次

是今临海之双港区1961年划属仙居，1963年划还临海。’同时，解放。

后，随着台州专区的设置与撤销，我县曾先后隶属于温州专区和宁波

专区。

仙居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为了反对封建王朝和外来侵略，

曾先后进行过多次起义。如宋朝吕师囊的农民起义，元朝群众的反元

斗争，明朝的三次抗倭斗争，清朝的农民起义军“白头军”与太平军

组织的反清斗争等等，均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o
’。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1927年夏，党就派人在仙居发展党员，

。 j1



1928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仙居县中心支部。在党的领导下，1929年冬

至1933年，仙居西乡人民奋起参加红十三军，同国民党和封建地主势

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o 1940年5月建立了中共仙居县委，领导仙

居人民同敌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1941年9月进行过武装暴动。

1947年中共缙云县委和括苍中心县委又在仙缙边境和仙永边境开辟游

·击区，领导我县西南山区人民进行镇反、“三抗刀和“二五"减租等
。 斗争o 1949年一、二月间，中共仙临黄边区党委和横溪分区委相继成

立o 1949年6月下旬南下干部与临黄仙边区干部胜利会师，7月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仙居县城，7月10日成立了仙居县人民政府。

仙居的自然状况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o境内峰峦起伏，溪

流纵横，南有括苍，北有大雷，两大山脉自东向西绵亘，然后相接于

’缙云。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山峰，计有109个，其中纺车岩，望山岗、

青梅尖等山峰较高，尤以位于仙居，I商海交界的括苍山主峰米筛浪为

最，海拔1382．4米。永安溪自西向东斜贯其中，全长141公里，有曹店

港，六都坑、九都坑，韦羌溪、北岙坑和朱溪港等34条较大支流，从

南北两岸汇入主流。沿溪两岸形成小块河谷平原，主要有横溪，田

市，城关、下各等四个，海拔高程一般在120米左右，是县内主要的产
t 粮区。全县山地占81％，平原占11％，溪滩水域占8％。大地属华夏

地块东部，土壤以酸性的红，黄壤为主。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全年最冷是一月，最热是七月，最高气温达摄氏40．7度(1966年

8月5日)，最低气温在摄氏零下9．9度(1980年2月5日)，平均气
一 温摄氏17．3度，全年无霜期达240天。平均年降雨量1500"·．1600毫米，

。雨量分布不均，每年出现四至六月的梅雨期和七至九月的台风期两个
： 雨峰，降雨量占全年的70％以上，时有洪水泛滥。盛夏在太平洋副热

带高压控制下，常出现睛热少雨，屡有高温干旱。所以，一年之间，

水旱灾害常常交替发生，危害甚大o
’

仙居境内资源丰富，用材林以松木，柏木、，杉木为主，经济林有

．毛竹、油茶，油桐，乌桕，板栗：‘生漆等。杉木，．柏木，油桐为省基

地县之一。“红花油茶”是山区油茶良种，耐寒性强，果大，出油率

高，适宜于1000米以上高山区种植，为仙居特产。其他特产有茶叶、



蚕茧、黄花菜以及元参，白术、芍药等中药材， “白马茶，，和“碧绿

茶"名驰全国。矿产有砩石，铅锌、腊石，钼锰等。

农业生产，解放前，土层薄、水利差，产量很低。解放以来，大，

力兴修水利，治溪造田，改良土壤，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粮食产量不

断提高。全县现有耕地26．2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

麦、大豆、玉米，薯类。粮食亩产1969年上“纲要”，1978年超千，

斤，1980年粮食总产29479万斤，平均亩产达1264斤。经济作物有油

菜、蔗糖，花生、芝麻等。畜牧业以养猪为主，兼养牛，羊，兔和家

禽o 1980年年生猪饲养量32．4万头，平均每人0．8头o“仙居鸡" ．

产蛋率高，肉嫩味鲜，抗病力强，适应性广，觅食性能好，饲料省是

国家确定繁育推广的蛋用良种鸡。目前已建成机械化养鸡场1所，设

计年饲养量2万只o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从合作化到1980年，全县共建水库60多座，
其中较大的有里林、括苍、谷坦等水库，蓄水量均在800万方以上。其

他大小水利设施共有3000多处，有效灌溉面积达19．9万亩。农业机械
不断增加，1980年全县有各种型号拖拉机1200多台。

工业生产，解放后从无到有，逐步建立了电力、机械、农业机

修，汽车修配、化工、化肥，制药、水泥、纺织、缫丝、酿造、食品，

陶器、工艺美术和粮油加工等工业。尤以电力工业发展较快，利用山

区丰富的水力资源，兴修了小水电站230多座，装机容量14，641珏，形

成了以小水电为主的全县水电网。全县有87％的大队和85％的农户用

上了电，95％的农副产品加工实现了机械化。化工，制药工业近年发

展较为迅速，有生产甾体避孕药及甾体激素药物的专业厂。手工艺品

有木珠门帘．．石刻、木刻、车木玩具，龙须草席、竹笋壳和芒杆制作

的窗帘，屏风，糖果盒等，花边正在发展。其中木珠门帘式样新颖、

色彩鲜艳，深受国外客户欢迎。到1980年末，城乡厂矿企业单位已发

展到832个，其中国营和县办大集体工业企业33个，社办工业企业103

个，队办工业企业696个o 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6357．6万元，占当，

年工农业总产值的46．7％o

全县公路交通比较发达，1981年年底通车里程达447公里，基本实



现了社社通公路。临(海)金(华)公路贯穿境内，到杭州、宁波，，

临海，金华，丽水、义乌，海门等地都有直达客车。1972年lo月在城

郊永安溪上架设的205米长的河埠大桥和1975年5月建造的154米长的

东门大桥，使省道畅通，促进了山区经济繁荣，加强了国防建设。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解放初，全县只有2所初中和1所小

卫生院，没有文化设施。现在，县区有完全中学7所，社社有初中，

部分区社还办了农业中学，小学基本普及，入学率达98．1％；县里有

综合医院、妇幼保健站，防疫站，区镇有医院，社社有卫生院，大队

，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医疗l县里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

剧院，区有影剧院，社有电影队和业余文艺团体等。

县内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s一是明嘉靖年间的东门石雕，+二

是北宋时建造的南峰古塔；三是宋时遗物宋古碑(又名皇帝万岁碑)；

四是五代至宋古窑址。解放后出土的文物有宋墓志、战国空首铜锛、

汉云兽铭纹铜镜、晋青瓷，壶洗等。

仙居有八景。日。 “东岭春晓”， “水帘瀑布’’，“景星望月"，

“石龙霖雨”， “南峰钓艇”， “苍岭丹枫"， “景凤冲霄”， “麻

．姑积雪"o

‘



仙居历史悠久。夏，商、周三代属瓯地，春秋时为越地，战国时

归楚，秦属闽中郡o ．

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建立回浦县，仙居为回浦县

．地，属会稽郡，隶扬州。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改回浦

县为章安县，仙居随属之；献帝兴平年间(公元194年"-'195年)析章

安，永宁，置松阳、始平，仙居属始平县。三国时始平县属吴o
’

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始平县为始丰县，仙居属始

丰县。． ．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仙居均为属地，尚未立县。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从始丰县南乡划出地域，单独

建为乐安县，这是仙居立县的开始，属临海郡。南北朝因之o
’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乐安，入临海o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乐安县。武德八年(公元

625年)又撤乐安，再入临海。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临海县改

属始丰县，仙居亦随属始丰县。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恢复乐

安县，属台州，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始筑城池o

‘五代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吴越王钱锣时，因修治盂溪，

群众希望永远平安，故改乐安县为永安县。

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围，而

多神仙之宅"为由，诏改永安县为仙居县。自此，仙居之名沿用至

今o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台州为台州路，仙居属台州

路o ·
·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i又将台州路改为台州府，仙居

’也归台州府管辖o ．



清代沿用明制。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府，仙居属会稽道。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废道，地方行政实行省，县二级制，直属

浙江省。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公元1932年6月)属第六行政督察区，

八月属第五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属第四行政督察特区。民

国二十四年七月属临海区。民国二十五年属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三

十七年三月属第五行政督察区，四月属第六行政督察区o

1949年7月5日解放，10日建立了仙居县人民政府，属第六地委
(后称台州专区)o 1954年6月，台州专区撤销，仙居划归温州专

区。1955年11月26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宪

法》和《组织法》规定，经选举成立仙居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4月

仙居改属宁波专区o 1957年7月，恢复台州专区，仙居仍属台州专

区o 1959年1月台州专区再次撤销，又划归温州专区o 1962年4月，

又恢复台州专区，仙居仍归台州专区，至今未变o 1967年9月20日，

仙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仙居县军事管制委员会o 1968年7月27日，

成立仙居县革命委员会。1982年6月12日，根据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1982)45号文件精神，仙居县革命委员会改称仙居县人
民政府o

’注。
。

1．瓯与东瓯。瓯，古代陶器的一种。它是远古时代的一种饮器，叉是盛器，也作为

．祭祀用具。温州一带，在远古时曾是大量生产搿瓯黟的地方，所以称温州一带为

“瓯’’。叉因温州地处我国东南，亦称囊瓯一为“东瓯一。

2．道和行政督察区l道，作为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名称，始于唐代。唐时的道相

当于现在的省。清代在省下面设道，每省分为几个道。民国初年沿用道制。民国

十六年(公元1927年)废道制。行政督察区(公元1932年——1949年)为民国省

政府辅助机关，非一级政府。国民党的地方行政为省，县二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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