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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而成

的，是省人民政府在我县进行地名普查试点工作的主要成果，

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建国三十年来，我县由于生产建设的发

展，以及区域的多次划分，新的地名大量产生，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

乱改地名之风。因此地名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

存在。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做好了地名标

准化处理工作，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湘潭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普查的全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运

用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达到名实相符，

图，表，卡、文一致。

普查范围，以l·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

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

迹的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

料，通过协商解决界山，界河和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理实体的归属问题，充分利

用典籍资料，同实地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总之，做到不重不漏，保证普查资料的可

靠性。

通过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这次我县更

名的公社计有4个，更名的大队211个(其中汉字重名的194个，汉字同音的9个，自行

更名的8个)，并对76条派生地名相应作了更改。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2，346条，

删减地名17条，勘误地名52l条，全县地名总计为1l，676条。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别全部表列化。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10，454条，

自然地理实体的175条，人工建筑物的350条，企事业单位的687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

迹的10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2，226张。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

名录以区为单位，分区绘制新的l·5万地形图共10幅，分装在各区扉页处，绘制

l·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订装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86

篇，其它各类项目，择其重要的，则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

尽量做到一致。方位t县以省境定方位，区以县境定方位，公社以区境定方位，并

注明四至。面积l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亩积，山、水，田、林、路，村

庄则以亩积为单位。名称由来及含义t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

而又合情合理者加以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法。引用



数字；均以1979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

字用百分比。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本地名录编排形式，装帧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况和

目录，中间主要部分为地名分类表列式，唯纪念地、名胜古迹一类，则以照片附说明为

其主要编排形式，卷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公社、大队名称笔划查

字表和编后记。全书共512个版面，约70万字。

湘潭县地名普查和《湘潭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名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

在各地区试点县全体同志的帮助下，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对于他们的热

情帮助和辛勤劳动，在此表示感谢!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业务水平有限，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I-

湘潭县地名警查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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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 潭 ‘县 概 况

湘潭县位于湖南省东部，湘江中游西岸。东界湘潭市、株洲县，南邻衡东、衡山、双峰

县，西连湘乡县，北抵宁乡、望城、长沙县。地处东经112。247一113。037，北纬27。207—

28。047。面积为2，723平方公里，折合为4，084，473亩。其中水田l，032，153亩，早土105，689

亩，林地1，501，597亩，荒地525，588亩，水面309，009亩，其它610，437亩，概括为“五山一

水二分半田，一分半道路加庄园。"辖10个区，2个区级镇，72个公社，1个社级镇，

814个大队，9，088个生产队，9，512个自然村。共有246，280户，1，044，110人，属汉族。

湘潭县在秦以前属荆、楚之地。西汉设置湘南县(按t秦故县)，县治在今花石汉

城桥。东汉末期，县治迁今石潭古城。三国吴至晋分设湘南，湘西与建宁三县。南北朝

齐时，废湘南县并入湘西县，保留建宁县。梁初仍设湘西，建宁两县。

在梁天监(公元502—619年)年间，分阴山地另置湘潭县，湘潭县名开始出现，但辖

境非今湘潭县域，系今攸县一带。因地处湘水流域，境内有白牛潭、洋潭，青石潭等，

隋废湘西、建宁二县，将其大部分疆域并入衡山县，辖今衡山、湘乡，湘潭县一带。

唐天宝8年(公元749年)将衡山县部分疆域另设湘潭县，废今攸县地之湘潭县，辖今

湘潭市，株洲市、株洲县，湘潭县一带，县治在今下摄司城塘(易俗河镇境内)。从此

湘潭地域与名称基本一致，湘潭县名承梁、隋沿用至今。按此地居湘水之曲，沿江有昭

潭、附公潭，龙潭等胜迹，以“湘潭一=字命名，亦为切合。自南宋以来，县治移置今

1949年8月11日湘潭县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和区、乡人民政权机构。1950年7月划

出城关镇及其附近河东、河西地带，另立湘潭市。1951年7月划出株洲镇及其附近7个

乡，另立株洲市。1956年撤区并乡，划出昭山区分属株洲市，湘潭市，划出姜畲区的丰

乐、白云乡属湘潭市。1958年9月撤乡镇，建立20个人民公社。1959年1月将五星(兰

门)，卫星(淦田)，星星(军山)、上游(朱亭)4个公社及红旗(易俗河)公社原

辖的水竹湾、妙泉、马家河等地和雷打石镇划归株洲市。1961年调整为10个区，4个镇

(后撤销花石，姜畲镇)，71个公社。1968年12月划出韶山区5个公社，并从湘乡县划

入大坪公社，另立韶山区，直属省辖，1981年2月韶山区复归县辖。

．县内西南、西北多山，地势较高，东面及北面低平，东北一隅最低。西南昌山，海

拔755．1米，为全县最高点。全县平均海拔140米。境内山脉纵横，河川交错，构成沿河

两岸冲积平原，河与河之间山丘起伏，形成以丘陵为主的地形。

县内山脉分为三支。正南山脉由衡山北出入县境，自天马山北至天梯岭，左纵右

横，干支百出，逶迤60余公里，为湘，涓分水之脊。西南山脉由九峰山东走入县境，自

昌山至营盘寨，经乌石蜂，止于麂子岭，曲折70余公里，为涓，涟分水之脊。西北山脉由黄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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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培育下，他一家有6位亲人，先后参加革命而壮烈牺牲。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

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彭德怀同志(1898—1974)的故居，在乌石公社乌石峰

下的彭家围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罗亦农同志

(1901—1928)，是易俗河公社赋江大队人。1927年大革命时期，为领导湘潭县农民运动

而壮烈牺牲的杨昭植同志，家住上马公社，是中共湘潭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他的革命事

迹，为人们所记念。近代学者、文学家王闽运，现代书画家、篆刻家齐白石，语言学家

黎锦熙等，都是湘潭县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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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所驻地：羁山斧絮山大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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