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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地备，录
(内部资料)

福建省德化县地名办公室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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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有关部门组成地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

室，于1980年11月开始地名普查工作。地名普查中，得到社(镇)、大队和场、厂矿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经过走访群众，查阅史料，全县普查了各类地名3，000多

条。根据“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的原则，对各类地名进行了标

准化规范化的处理。更名了因重名及名称与驻地不一致的公社(镇)、大队名称18

条；纠正了l：5万地形图上错位、错字的地名261条；处理了生僻字地名4条。

韭在普查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整理了地名一览表、地名卡片、1：5万地形图以

及各类概况文字资料，经晋江地区地名办公室组织验收，上报省地名委员会。

《德化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

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在全县开展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印的，

目的是为各部门提供本县标准地名资料。

《德化县地名录》收入各类地名3，107条，收录时间为1 981年底。其中行政区

划和居民地名称1，91 4条，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590条，主要人工建筑物名称128

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01条，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7r4条。行政、企事业单

位，主要收录有独立方位起地名作用的名称。附录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有关本县地名命名、更名情况表，韭有本县千米以上山峰的名

称，“德化之最集锦”，德化地名掌故选编，历代名士咏德化风物，部分名士简介和

瓷都城乡风貌等。

、 地名关系到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

族团结和人民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所以，有关地

名的命名，更名，都要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请县或

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任意更改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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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德化县城建略图

(掘j德化县志》清乾隆丁卯版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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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零一搀化建县后，历代均设治今地。署置允浔山西南，沪溪之北，枕山凭溪。羲无靠t，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始建城垣，南临泸溪，东自龙浔山麓环山而．卜，：l纥大洋

山，西抵大旗山颠，下至溪，周837丈，开二门，东为宾阳门，西为有年Il。城东、

西、南有桥三，为今云龙、龙津、鸣风。集市有城内上市、下市，东关市、西关市、

南关市。嘉靖三十九年(1560)佳寇八侵危殛我县，鉴于城大难守，截太洋、大旗二

山于城外，存垣668文，并增高西北，建北镇擤。次年又开北几，稚拱辰门。万历十九

年(1611)开南门，稚来风门。清康熙十五年(1676)春，譬；关城垣被洪水冲毁，修后

玫来风·1由钾阜门，改有年门为全城『1，东南开水门一，西南开水f1二。后叉犀修。



德化 县概况

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北纬25。23 7—25。567，东经1 17。55，一1 1 8。32，。北连尤

溪县，东邻仙游县，西靠大田县，东北与永泰县接壤，南-9永春县交界。为晋江地

区北部与三明、莆田两个地区的交界县。全县总面积2，232．16平方公里，南北长

．60．4公里，东西宽-62．1公里。共1，610个自然村，分设17个人民公社和1个镇，

辖187个生产大队和5个居民委员会。1 980年全县计43，376户，228，1 79人。以汉族

为主，还有9l户畲族、7户回族和l户高山族．绝大部分操闽南方言，毗邻仙游、

永泰、尤溪一带兼操莆仙或尤溪方言．金县旅居海外的侨胞、华裔有20，000多人，．

归侨和侨眷3，000多人．

县人民政府驻地在龙浔镇，海拔470米，镇内有一龙浔山，所以德化县别称

，群龙浔”。 。

，7 德化从公元933年(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建县，至今已有1，048年的历史。县名

是由置县前的归德场转称的。 ．

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在德化境内聚居．周为七闽地，秦汉迄唐先后隶属闽

中郡、侯官郡，建安郡、晋安郡、晋平郡、南安郡、泉州、建州、福州、长乐郡和

永泰县。唐贞元间，在今城关建归德场。五代时，先后隶属东都和清源军。宋代隶

属清源军、平海军和泉州。元代先后隶属泉州路、泉宁府和泉州分省。明属泉州

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属永春州。民国期间，德化先后属福建省第四督察区

和第六行政督察区。1949年11月24日德化解放，属福建省第五(晋江)专区，1950年

春改属第七(永安)专区，1951年春起再属晋江专区。
’

本县为闽中地势最高的县份．戴云山脉绵延全境，海拔1，856米的主峰耸立中

部，构成地势大致由中部微向四周倾斜，全县千米以上山峰多达258处，素有“闽

中屋脊”之称。境内以中低山地为主，山脊多呈北东——南西走向。村落星散于丛

山之中，75呖以上的大队驻地海拔在600一900米以上，洋坑、金黄，榜上，吾华、铭

爱，小铬6个大队分别在千米和千米以上。山地多为中生代火山岩构成，东部石牛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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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区为一典型、完整的放射状的火山塌陷盆地，至今该地仍有古火山口的痕迹。

峡各、嶂谷十分发育，崖壁巍峨壮观，河谷剧烈下切，景物新奇，风光秀丽，具有

突出的山地特色。

河流以戴云山为中心，呈叶脉状向四周分布。分属闽江水系和晋江水系。全县

最大的河流泸溪和涌溪，分绕境内南北，在东北部水口公社汇合为大樟溪，经永

泰、闽侯入闽江。汇入闽江的还有北部的后亭溪、下旬溪、大张溪、岭脚大溪、琼

溪和西南部的小尤溪。东南隅的大溪和西南部阳山的部分溪流则属晋江水系。河流

的特点是：冬不结冻，含沙量少，河床狭窄，落差大，水流湍急，不利于通航而利发．

电和灌溉。沪溪自碧坑、塔兜以下，涌溪自久住以下，大张溪自大张村以下，长年

或季节性可放木筏至闽江。溪谷两岸有部分山间盆地，面积稍大的浔中、三班、上

涌、下涌，水口等地为本县水稻的重要产区。大面积的红壤一般分布在800米以上的

山区和丘陵地带；黄壤多分布于800米以上的高山峻岭；中部高山地区有草甸土分

布；河谷平原水稻士则多为沙质壤。

本县位于北回归线附近，东距海洋约75公里，受夏季风影响大，属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其特点是：夏长不酷热，冬短少严寒；雨季、干季明显；海洋性、大

陆性气候兼具。年平均气温18℃， 1月平均气温8．9℃，7月为26℃。极端最高气温

36．分℃，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12．8℃。年日照1，955]1",时。早霜始于1 1月22日，晚霜终

于2月24日，无霜期270天。雨量分布集中，自2月起逐月增加，5、6月梅雨绵绵，

7—9月多雷雨，1o月至翌年2月少雨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为1，883毫米，6—8月

占41％，为本省多雨区之一。戴云山西北坡和东南坡，气候具有明显差异。东南坡

的龙浔、浔中地区比西北的九仙山年平均气温高6℃，降水量少98毫米，结冰日少

25天，随着每上升100米，气温下降0．5℃。自然植被和栽培作物也呈明显的垂直分

布。灾害性天气有低温寒害、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冰雹、大风和雷击等。

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耕地面积1 97，645亩，其中水田182，669亩， 旱地

14，976亩。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甘薯次之，一般为一年两熟或三熟。1980年

集体粮食达到138，400，000多斤。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2．1倍，人均粮食拥有

量增长34．24@。主要经济作物有马铃薯，木薯、蕉芋、淮山、大豆、菸叶，黄花

莱，学麻、花生、蔬菜．马铃薯外销香港、日本等地，春美公社的黄花菜，赤水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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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掌瓜也畅销外县。畜牧业以猪、牛，羊为主，近几年来，长毛兔和养蜂、淡水

养鱼业也有新的发展。1980年农业总产值3，783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56％．

本县是全省重要的林区，晋江地区木材工业的主要基地。全县拥有林业用地273

万多亩，森林复盖率占土地总面积的56．9％，高于全国和省、地区的平均比例。绿化

程度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9．7r％。森林总蓄积量9，721，480立方米。多数属常绿阉叶

林、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主要树种为马尾松、杉和毛竹，尚有珍贵的樟、楠、红

豆杉，木荷、建柏和栓皮栎。全县建有2个县办林场、154-社办林场，多数大队建

有林业(或林果)专业队。1980年国家采伐量8，089立方米。经济林有油茶、油桐、

茶树，漆树，山苍籽等。林副产品有松脂、油茶籽，棕片、笋干、板栗、香菇、红

菇、木炭、土纸、茶叶，药材，紫胶、山苍籽油等。其中松脂产量居全区首位，

油茶籽列全区第二位，棕片居金省第四位。水果有柑桔、梨、柿、桃、李、梅、葡

萄，枇杷。近几年新发展的柑桔，已种植9，700多亩。李、桃等大批运往泉州、厦

门等地，加工销往国外。竹编、蚊香、棕床垫等竹木制品也分别销往国内外市场。

1980年，全县建有农村小水电站237个，装机256台，容量13，897千瓦，发电

量近3，563万度。引水工程5，095处，蓄水工程10处，总库容490万方，灌溉面积

121，900亩，基本达到早涝保收。

境内矿藏资源种类繁多。高岭土遍布全境，土质优良，为德化瓷业的持续发展

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阳山(旧称绮阳)的铁矿，含铁量高，储量大，宋代就在此

建矿场开采冶炼。解放后，国家作过大规模勘探。此外，还有煤、石灰石，铜，铅、

银、锌、钼、铀、锰、石墨、云母、石棉等。建国以来，充分利用本县资源，工业

得到迅速的发展。全县建有陶瓷、冶金、电力、煤炭、建材、机械，轻工，食品、

文教用品、森林化工等工业。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877万多元。近几年来社队

企业发展很快。1980年全县共有社队(包括龙浔镇)企业单位369个，从业人员

9，000多人，年总产值1，798万多元。

德化瓷业生产历史悠久，工艺精巧，品质优良，名驰中外，曾与江西景德镇、

湖南醴陵韭列为中国三大瓷都。产品自宋代进入国际市场以来，历代生产和外销延

续不断。解放后，瓷业又有新的发展。现有国营瓷厂2个，县级集体陶瓷工艺美术

厂1个，社队瓷厂49个，技工5，000多人。1979年以来，先后成立了陶瓷公司、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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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研究所、陶瓷技工学校、陶瓷学会、工艺美术学校，陶瓷机械厂：包装纸箱厂、+

釉下花纸车间等配套机构，陶瓷工业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1 980年生产日用细

瓷4，956万多件，其中外销2，650多万件，产值达1，353万多元。明代被誉为。东方

艺术”精品的德化瓷塑和“国际瓷坛上明珠”的象牙白(建白)瓷，解放后得到恢

复和发展。雕塑瓷、象牙白和1958年研制成功的高白度瓷，被称为瓷坛上的，三朵

金花”，在国际市场上深受欢迎。现在，全县生产的各种高、中档中西餐具、咖啡

具和碗、盘、杯、碟等日用瓷，瓷塑、陈设瓷和化学、卫生、电用等工业用瓷迭

1，I 50多种，装饰方法30多种，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花纹图案3，000多种，产

品畅销五大洲7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50多个县市。 {‘

昔日，德化交通异常不便，俗语说： “近看在对面，鸡呜听得见，下岭又越

山，走路要一天”。解放后，公路交通迅速发展。到1980年，全县共修建公路通车

里程达695公里，为解放初期的9．27倍，实现社社通客车，108个大队通了公路。全

县有邮电局所1 5个，邮路里程1 53公里。一个四通八达的邮电、交通运输网已初步

形成．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商业网点布满到地广人稀的边远村落，商业流通量迅速扩

大，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年增长。1980年全县商品纯购进总值比1965年增长344．82％；

纯销售增长243．3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224．91％。购销两旺，市场日益繁

荣。水口，赤水，上涌、葛坑、汤头，杨梅、十八格等7个地方设有墟场，便利城

乡物资交流和农村贸易。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发展较快。1980年全县有18所中学，19所附中，在

学9，300多人；小学446所，学生41．342人，普及率达93．54；56所幼儿班，2，360个

幼儿接受学龄前教育。1980年在学生数比1950年增长18，l倍。全县有1个专业的高

甲戏剧团、1 7r个文化站、25个电影放映单位，40多个业余剧团和业余木偶、布袋戏

演出组。17个公社185个大队、1，630个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线路全长957公里，

41，966j占安装了广播喇叭，还在城关架设了电视差转机，为县电视大学的教学和群

众收看电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工作着重点的转

移，加强了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县成立了科委、科协，同时建立了农、林、园艺、：／，

电子，自然科学基础、陶瓷、工艺美术、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建筑、畜牧兽医． f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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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电力等学会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科普创作协会，在围绕四化，服务生产、

进行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卫生事业方面，现有县办医院、

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各1所，社社有卫生院，全县有医务人员414人，病床338张．

德化县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南宋末年，反抗民族压迫的苏十万，陈蔚的农

民斗争，明代的抗倭侵略，清代响应太平天国的林俊起义，反压迫反剥削的陈拱抗

争都在德化爆发．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德化又掀起了苏益的起义．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1926--1927年间，党就在德化开展革命活动，一直坚持刭1949年德化解放．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闽浙赣省委、闽中特委机关和游击队曾

一度设在水口公社坂里村，这里成为闽浙赣三省和闽中的革命活动中心，在我党革

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主要名胜古迹有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德化窑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九仙

山古迹、戴云寺、驷高石塔．此外，美湖千年樟树王，岱仙瀑布和石牛山是旅游者

向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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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区划和
居民点名称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包括1个镇、

l 7个公社的所有大队， 自然村，片村及

街，巷名称。共收集2，049条，编入1，9 1 4

条。是以公社(镇)为单位进行编排的。各

社(镇)均附有概况介绍。

萋
赁
赁
么屯厉、巳晶、e石、巳晶、‘矗、已矗、已矗屯矗、巳一屯矗、5矗、5^ 屯石、巳￡屯矗、已石屯^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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