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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地名志》是一本介绍来风土家族自

治县地名的资料书。这本书有我县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

称，以及县、公社、大队，重要自然镇(村)、重要自然地

理实体、主要人工建筑物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和基本情

况，有各公社地名图和三十幅照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

较为全面的地名资料。一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工作的

基础上汇编的。我县地名普查从I 9 8 0年g月开始，1981

年9月基本完成。在历时一年的时间内；全县广大地名普查

人员，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地名委员会

办公室的指导下，以1 l 50000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1348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2 6 5 0条地名进行了逐个核调，监按照

国务院国发(1 9 7 9)3 0 5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精神，进行了部分调

整，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在

规定范围内不重名。因此，可以说《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地名

志》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地名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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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掌握许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

．3蛆，1H



我县的地理和经济状况，分析和探索我县地名的成名律规，

使地名工作更直接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为了便于大家查阅本书和正确使用本书的资料，现就有

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共收集了各类地名2 4 4 2条，占全县地名总

数的90叻。其中公社、大队及其驻地、自然镇地名全部编入，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只编排了主要的。

二、凡列入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地

名时，要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按

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三、本书的编纂为“词典式”，对凡列入的地名，均根

据不同情况作了详细的或简要的说明。地名编排，先县概

况、镇概况、再各公社，然后是各类地名。以公社为单位，

先摊公社驻地及所在大队，然后再依次排其它大队，其它地

名，按同类集中编排。 ．

四，地名的汉语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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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书中地名图按所属关系排在概况材料之前。地名

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六、本书中使用的各种数字，除注明年限的以外，均为

l 9 7 9年年底的统计数。自然村人口，用地名普查时的概

数表示。书中两地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

七、本书中除个别情况外，凡以姓氏命名的地名，略去

了地名的含义。如。刘家坪，冯家堡，姚家坡，谭家院等。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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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土家族自治县概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位于湖北省西南边缘，在湘i’鄂，川

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殄，之称一西南与四川省酉阳县

毗邻，东南和湖南省龙山县接壤，东北连本省宦恩县"西北

邻本省咸丰县。全县东西宽4 3公里，，南北长，8 4公里，跨

东经1．0．9。：0 1÷一，l 0 g饥2 7 0：；j北纬2 9受0|7：

一2 9
o

4 0’，县辖8个公社，：．’1个镇，。两个国营林场≯

1个国营农场；1个园艺场，5 1个管理区．：t 5 9个大，队'．．

2036个生产队，52744户，．总人口2 3乒，jB 4 o人。其中农业户

49239户，农业人口216449人。·‘1÷．h蝴j：。kh』。 ，i：1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地翔风镇，．原名城关镇j

因其附近有一翔风山而更名。翔凤镇是全县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中心。该镇划建为县城，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

·．。全镇面积5．8平方公里。镇内主要街遵整齐，宽敞，楼

房高大、新颖，人烟稠密，经济繁荣，是个新型的小山城；

东距湖北省会武汉市4 9 1公里，北距恩施地区行政公署所

在地恩施城8 7公里，东南行1公里许；即进入湖南省龙山

县境。来风，龙山两县城距离只有7 i 5公里；仅一条酉水相

隔，自古以来，有“龙凤呈祥，，的美好传说。，解放以来；。两

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患难与共，和睦相处，。．经济建设

上互相援助，工作上互相支持，文化艺术上互相交流梦。亲如

目

l{一}

‰

1w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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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县概况

一家，胜似兄弟。

来风土家族自治县是个美丽富饶的山区。境内山岭重

迭，冈堡起伏，土地肥沃，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全县的总

貌是“七山一水两分田一。西北多属山地，东北多为丘陵、

平坝，盆地．总面积I 3 4 8平方公里，即20 2．2万亩。其

中l宜林用地126．34万亩，占总面积的6 2．5％，水面、

道路、村庄等1 9．3 l万亩，占总面积的9．6％}粮食生

产用地弓拶．置筠万亩，占总面积的恕g％。随着地势高低，

全县分为三类t 8 0 0公尺以下的低山平坝地区，分布在东

半部及一些河流沿岸，有l 4 8．8万亩，占总面积的73。6呖，

8 0 l至l 2 0 0公尺的二高山地区，西北和西南较多，有

4 g．7万窗，占总面积的2 4．6％，1 2 0 0公尺以上的

高山地区，在西部与咸丰，四川交界的自岩山．天山坪，有

3．6万亩，占总面积1．8％。全县较大的河流有五条l酉

水河，怯道河，老峡河，新峡河，老虎洞河，均属沅水上游

的酉水水系，全部汇入酉水。酉水发源于宣恩县与鹤峰县

交界的将军山(又名罗戈川)，由北向南流经全县，再经四

川酉阳，转湖南，流入沅水，通洞庭湖汇入长江。县内流程

89公里，是来风水上运输的主要航道。最大洪水时流量每秒

，3 4 0‘0立方米，最小流量每秒1．2立方米。几条河流纵横
贯穿全县，灌溉使利，．水力资源潜力大，已开发利用的有新

峡一级电站、水寨电站和老虎洞电站，新峡=级电站也即将

投产供电。境内山脉纵横，均属武陵山系，从北向南，，有杉

木岭、刮子蛉、人面山，五台山、马云寨、雷公界、青山、贵帽

山i佛山、白岩山，天山坪、大尖山等，平均海拔高度7 0’0

米。最高峰为大河公社天山坪的大尖山，海拔1621、，3米，最

￡。澎爨酽L雾‰



县概况 3

低为卯洞公社的鸡笼滩，海拔3 3 9．9米。全年积温5153℃，

年平均气温1，6℃，“7月平均气温2 6．6℃，1月平均气温

5℃‘。i全年无霜期约2。7 0天一3 0 0天。年降雨量约1400

毫米，雨量集中在春季i冬季很少。春季(3—5月)降雨

量占全年雨量的3 5—4 5叻，夏季(6—8月)占30叻，

秋季(。9—1 1月‘)占1 5％，冬季(1 2—2月)占10％，

春多阴雨，夏多暴雨，春雨多于秋雨，常有短期夏旱。实际

日照略有差异，·自岩山，，天山坪，五台山等高山地区，全年

日照不到1200个小时，低山平坝地区则有1500个小时左右。

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苞谷，小麦、洋芋、红苕，杂豆

等，低山平坝地区主产水稻，一年两熟，二高山也以水稻为

主，：水旱问作。-经济作物有油菜，柑桔、桐耔，茶籽，生

漆0茶叶，烟叶，-五梏子等。卯洞产的“金丝桐油”，驰名中

外，’1 9．5 8年曾获国务院颁发的奖状。土特产有生姜，辣

椒、’药材、娃娃鱼，尤以“凤头生姜”和“恩椒"产量高，品

质优良，享有盛名。林木主要有松杉，樟，楠木和楠竹等。

地下矿藏也很丰富，已开发的有煤，铁，铅等。 _

，来凤是以翔风山飞来凤凰的传说而得名的。据同治《县

志i杂缀志》记载：．“雍正年，凤鸣于半边城秽，“半边城

东南不到半里，即翔风山地，土司时，传说有风集于此，邑

因之得名’’。雍正十三年(公元1 7 3 5年)，来凤“改土

归流肌，第二年，‘即乾隆元年(1 7 8 6年)，设县命名为

来凤。一 ‘t’’“-
．· 一 袅

i一据《来凤县志》、《施南府恚》等资料考察，来风的淡

变：一上古，属蛮夷国。唐、虞，夏，商，属荆、粱=州之域，

为巴予国地。周，为巴子国五溪地。春秋战国，属楚巫郡地。



4 县概况

秦隶黔中郡j。汉属武陵郡。蜀汉，属南郡。晋，为盐水乌飞

地。‘南北朝北周，隶清江郡。隋，‘隶施州。唐，隶清化郡，

乾元中，复隶施州。7五代，7为羁縻感化州。宋初，为富州，

寻为柔远州。仁宗时，置散毛司，以覃野毛为宣抚使司。元，

属夔路，仍属施州。初为柔远州，寻废为散毛洞。至元3 1

年，，升为散毛府，属四川行省，并置大旺宣抚司。至正6年，

改为散毛誓崖等处军民宣抚司。‘’明玉珍据蜀，改为散毛沿边

军民宣慰使司都元帅。至元中，又置神壁洞宣慰司，寻改宣

抚司。至正中，又立长官司四，巡检司七。明初，复废为师

壁洞。明洪武7年5月，改散毛沿边宣慰司，属四川重庆卫，

2 3年废o．永乐2年5月，置散毛长官司，4年3月升宣抚

司，属施州卫。洪武7年改宣慰司，洪武2 3年改施州卫，

置军民指挥使司，属湖广都司，领散毛宣抚司、大旺安抚司、

东流，’腊壁蛮夷长官司、安抚司、漫水司。、百户司。清顺治

初，仍为散毛宣抚司，，领大旺等司如故。康熙时，俱隶荆州

府。雍正6年，’改恩施县辖各司。乾隆元年，先后归流，始

废散毛、大旺，，‘、百户，卯漏、漫水、东流、腊壁七土司为来

风县，’编户I 2里。散毛司之桐子园，即今县城所在地。乾

隆元年，初勘城基，因土质松浮停工。嘉庆2年(I 7 9 7

年)在现县城处建土城一座，嘉庆8年(j l 8 0 3年)，才

改建为石城o．i；≠t：o，” ： ，’ j ：，
”

‘j· ．

+·‘，来凤是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居住着土家、，

苗、汉、自，布依等十多个民族。早在汉代前，土家人就在

来风定屠，繁衍垒息，j开发来凤。在旧社会，土家族的民族

成份却被抹撵，^单独提土家族的一直未见于史籍。在汉晋南
北朝诸史书，索‰统称为；．“武陵蛮"，；“武溪蛮，，，对其首领

：二，妒?_歉㈣r影_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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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概况 5

称“蛮酋”。宋以后的史书上，将鄂西土家族人称为“土人”、

。，土丁奠。乾隆元年改土归流时统计人口，全县10785户，

“土民"，有2 3 l 2户，占总户数的2 I％。解放后，．贯彻

了党的民族政策，1 9 5 6年l 0月，土家族被正式承认为

一个民族。l 9 5 7年人口普查，全县农村人口147765人，

其中少数民族4 8 7 9 o人，占3 3．1％。l 9 5 8年人口调

查，．全县人口15．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4 3％。I 9 7 9

年1 2月：I 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来凤县建制，建立

来凤土家族自治县。I 9 8 0年结合普选，进行民族登记，

总人口228260人，少数民族131857人，占总人口的57．77％。

其中土家族93810人，占41．1叻，苗族37671人，占16．51呖，

其他少数民族占0．I 6％。 ，

．。I 9 8 0年5月2 1日，来风土家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了。中央民委，湖北省、恩施地区党政领导，各友邻省、县

和恩施地区各县的代表团，亲临祝贺，热烈欢庆来风各族人

民政治生活中的这一件重大喜事。
n r土家族是来凤的土著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

和生活方式。来风土家族多居山内，依山建房，往往同姓数

十家聚居一寨。房屋低矮，正屋设祖先、土王神位，两旁侧

室住人。侧房前室设火坑，置三角架作饭，顶处编竹为楼，

楼底近火坑处，悬一木架，用火坑的热气烘粮、肉、木柴等。

服饰方面，女装上衣右开襟，袖大而短，外托肩，．无衣领，

周围滚花边=，三条，裤脚底部也有=、三条花边。年轻男

子穿对襟衣，多纽扣，老人穿大襟衣，有领。男女喜头缠青

长帕，四季不离。妇女喜戴耳环、项圈，手圈、脚圈等饰

物。土家人过年，要比汉族提前一天，叫做“赶年”。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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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 8日，是土家族的。个大节日，家家户户都要做粑粑，

杀鸡敬神祭祖，据说这天是牛王节，耕牛也要受到优待。土

家族中，，‘客人不能与少妇坐在-起，但可与姑娘同坐一条长

凳上。。 、，f 、“ ．
_t+

土家族有语亩无文字，语言属汉藏语系，接近于彝语支。

语言结构是动宾倒置。民问文学有神话、传说、故事、歌谣，

谚语、’谜语等。歌谣是土家族口头文学的主体，数量多，内

容丰富。无论男女老幼，人人会编会唱，触景生情，即兴而

歌。民问艺术以摆手舞突出，凡土家人聚居之地，都建有“摆

手堂”。跳摆手舞一般在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夜间，除娱乐之

外，还有庆祝丰收、祈求兴旺之意。· ，

：

来风土家族历史悠久，曾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

历史文物以仙佛寺摩岩造像为最著名。据同治《县志》记载，

该造像建于东晋成康乙未元年(公元3 3 5年)，全长9．8

米，共有3尊大佛，2．5尊小佛，描金绘色、各具神态。依

壁建阁三层，石窟佛像尽罩子内。上依绝壁、下临深潭，古

树参天，绿荫如幕。当皓月当空之夜，月印潭中，人们称为

“佛潭印月，，。此外，‘古迹还有卯洞的落印潭、土王城遗址

和散于全县各地的土司墓等。革命文物以接龙桥闻名。，接龙

桥在县城南郊一里处，建于清嘉庆1 8年(1 8 0 8年)；距

今1 7 0多年。 ：， ． j ? ， ，n⋯”?4

．来凤地处湘、鄂，JlI边界，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锈

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从贺龙元帅在这一带闹革命算起，可

一真上溯到宋、元，’明，清。t以有文字记载的斗争而言，印

有十次之多，其中规模大影响深的有自莲教暴动和太平军进

城，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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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美，英、日等侵略魔爪伸进了来风山

城，倾销洋货，掠夺．叶：特产品，从此，来凤人民的反帝斗争

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止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

后，斗争才走上了胜利之途。；1 9 2 5年冬，张昌岐等革命

青年受党的派遣，回到来风领导革命斗争，先后成立了农民

协会、哝民自卫军、共青团支部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遘9 2 8年2月9日至1 9 3 5年，贺龙同志率领红军，在湘

鄂西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曾到来凤召开会议，亲自讲话，成

立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1 9 3 5年6月l 2日，

红军在来凤与咸丰交界的忠堡全歼敌4 1师，在茨猪槽活捉

敌师长张震汉。t当时来风参加红军的有千人以上，解放后被

追认的烈士达3 0 0余人。1 9 3 8年，党在来凤建立了县

委，．领导抗日斗争。l 9 3 9年至1 9 4 0年初，先后建立

了九个党支部，两个区委，两个党小组，发展党员2 0 0多

人，来凤的抗日工作非常活跃。一1·9 4 9年1 0月3 0日，

人民解放军进军鄂西南，1 1月9日，来凤获得解放。、但土

匪、特务，恶霸、地主等并不甘心失败，1 9 5 0年3月至1 2

月，他们纠合了1 0 0余人i发动武装暴动。‘人民群众配合

解放军清剿残匪j’到1 9 5 2年，匪首彭雨清等全部落网二

至此，社会秩序始告稳定。r·⋯。
+

：
’。

．2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

辉照耀下i一大批民族干部茁壮成长。他们有的担任了来风

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工作，有的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成

绩，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祟高的荣誉。在少数民族中，有党员

&4 l。7人，占党员总数的5 6砀l团员2 6 3 5人，占

8 5眵，国家干部l 9 2 8人，占27％，国家职工1 5 5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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