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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指示精神， 在中共武

冈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在地名普

查工作基础上，编篡了这本《武冈县地名录》。

建国以来，由于生产建设的蓬勃发展和行政区划的多次变

动，新的地名大量产生。但由于左的影响和地名管理的无政府状

态，社会上几度出现乱改地名之风，以致存在地名重名、名实不

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这次对全县地名进

行了金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对，在普查过程中，我们坚持领导、

群众、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 室外

作业与室内资料整理相结合的办法，以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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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

古迹的名称逐一做了普查。普查中注意参考民间提供的有关历史

资料，充分利用典籍资料同实地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界山、

界河和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之地理实体归属问题均通过协商妥

善解决，个别特例则报请上级处理。基本上做到了不重不漏，名

实相符，图、表、卡、文一致。做好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建

立地名档案，为编辑出版本书提供了基础资料。

本书共收录行政区划和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

物、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五大类地名5，556条，

有县．区(镇)地图9幅、文字概况41篇，其它各类项目择要另

录简介，并配有地名表格、部分照片和更名公社、大队及居委会

新旧名称对照表。地名名称由来及含义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 民

间流传久远而又合惰合理者加以保留，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同

时记述两种以上说法．引用数字均以1 980年统计数字和区、社当年



年报数为依据。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统一提法，合符规范。

武冈县地名普查工作和《武冈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受到

省、地地名委员会的关怀与支持、县有关部门和区(镇)社的大

力协作，在此一并致谢!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武冈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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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诗人王昌龄有两绝句提及武冈

送程六往武冈

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鱼雪落绘橙蓥．’

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云向西．。

。

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遗自《武冈J朋志>>第三十八卷一页)



武． 7陵‘ 井

·潘应斗·(州人)

游冶明时盛，春容处处华。

一从成井里，无复辨烟霞。

冠蕊晴堤马，楼台雨岸花。

当年三五片， 己足误渔家．o

(选自《武冈州志》第三十八卷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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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 县 概 况

武冈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邵阳地区中部，赧水(原称膏资

水”)上游。东北连邵阳、隆回，东南接新宁，西南靠城步，．西

界绥宁，北抵洞口。地处北纬26。32 7一一27。02 7， 东经11 0。

25 7一一l 1 I 001 7。辖7区1镇32个公社，414个大队，6，682个生

产队，6个居民委员会，5个县办农、林场(所)。总面积1，540
· 平方公里，合231万亩，其中水田45．04万亩，’旱土1 1．63万亩，林

地94万亩，荒地33．77"亩，水面1 6．7万亩，其它29．97"亩。共有
1 35，673户，577，644人，多系汉族，尚有苗、回等l 2个少数民族。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地属大圳灌区管理局、龙坪煤矿、武冈师

范学校、供电所．汽车保养厂等均设境内。

武冈，东周系楚地，秦属长沙郡。汉元朔五年(公元前l 2 4

年)封都梁侯国(《水经注》卷38载： “县西有小山，上有淳水，

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一)

东汉初置都梁县，后复为侯国。三国吴更名武冈县。晋太康元年

(公元280年)复置都梁县，并分邵阳，立建兴，武冈2县。五代梁更

武强。陈废武强、建兴并入都梁县。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

废都梁县并入邵阳县。大业年间分建武攸县。唐改武冈县。宋升

武冈军。元力武冈路。明洪武元年(公元l 368年)改武冈府，九年

降府为州。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改奉天府，后称武冈州。民国

二年(公元1 91 3年)改州为县，清光绪《武冈州志》云： 群汉桓

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拘执县

令。遣窦应明伐之，筑城守御。蛮亦屯结深山，有保都梁县山中者，

号其冈日‘武冈’-．武冈县名本原于此。而县治置于今址始予宋。

武冈位雪峰山脉东麓，南岭山脉北缘，祁邵丘陵谷地西南边

缘，属江南丘陵地带。为湘西南要塞。形势险要。属用兵之地，

清光绪《武冈州志》载： ‘‘历代以来凡四十有六，然未有久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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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武冈、邵阳如人之左右手：有武冈而无邵阳，则武冈不能守；

有邵阳而无武冈，则邵阳亦不能守。”东汉马援为维护王朝统治，

曾屯兵此地，平定“五溪蛮夷之乱”。南明兵部尚书傅作霖抗清殉

职，葬于县城东郊迎春亭．清初吴三桂进军云贵取道本境西南。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石达开因洪秀全猜忌被迫出走率部两过武

冈。元公1938年，国民党迁武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于县城

东郊法相岩。

1 949年1 o月1o日(农历八月十九)武冈解放。1 o月1 8日县人

民政府成立，并原37个乡镇为6个区。1950年，所辖四望、唯一，

古峰、双清等8乡划归邵阳、隆回、新宁三县，调整为1 2区，1 38

乡，6街。1 95 1年1 1月，分为两县，l、2、4，5、6区和7区的8个

乡，3区的9个乡、1 1区的3个乡划为武冈县，余为洞口县，划

县后，调整为12区，80乡和6街。1 952年调整为1 2区、333乡、6

街。1 95 3年3月为1 2区l 72乡，1个区级镇，6个居民委员会。1 956

年5月，将马头桥区1 8个乡划归新宁县，邓家铺区的西平乡划归

隆回县，同年6月撤区并为29乡， 1镇6个居委会。l 958年1 o月

并569个高级农业社1 o个居民委员会为9个农村人民公社、1个城

镇人民公社。l 96 1年体制调整，划为7区1镇48个公社，6个居

委会。1 966年为7区1镇35个公社1 o个居民委员会。1 969年调整

为现制。

本县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低平，由南向北倾斜，呈“筲

箕”形，一般海拔480米，照面山最高海拔l，41 o米，最低龙从公社石

宝坳海拔260米。地形复杂，地貌多样，以山地为主，山、丘，

岗、平齐全。境内多块状山地，溪河交错，环绕成许多小盆地，．

波状低丘星罗棋布，偶一奇峰突兀峥嵘。海拔500一一1，400米以上

的山峰共428座，除南山寨、高船岭、邓家蚴、朱溪寨为块状低

山，分布县境中部外，其余424座呈孤形展布于东西南三面。主要

山脉有胜云峰、天尊山(天子山)，扶峰山(巫峰山)、云山山脉。

胜云峰山脉由新宁入境，东至仙瓜山，北至岗背岭，支脉纵列县

境东南。天尊山(天子山)脉发源于城步车田岭，由西南向东北

绵延20余里。云山山脉起于新宁黄桑隘(黄散界)，绵亘西南20余

公里，与天尊山脉交臂成天然屏障，主峰有九，最高紫霄峰海拔
℃2)



31 72．5米。扶峰山脉蜿蜒于县境东北，从牛栏山北延于黑山、扶

峰(巫峰)山，东北为云雾山，北上为天龙山，西走为油岭。河

流分布均匀，共有大小溪流1 50条，流经县境内长达972公里，其中

流程5公里以上的有68条。主流有赧水、石门水、龙江、渠水、

威溪。赧水发源于城步黄马界，由西南流向东北，斜贯县境，流

程68公里。石门水发源于新宁，北流入境后谓龙溪河，境内流程

39．2公里。龙江发源于水浸坪公社社公山，寿圣水、小江中途汇

入，北流出境入隆回紫阳河，全长28公里。渠江水源于天尊山(天

子山)，东南流向，横贯城内，金长14公里。威溪发源于城步北

部圳源峒，入县境继续西北流向至天心桥入赧水。

本县接近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6．6"C．元月

气温最低，历年平均4．8℃．7月气温最高，历年平均27．6"C．常

年平均降水量为1，396．6毫米，元月降水量最少，4至6月为雨季·

年平均无霜期275天，日照1，520t]、时，宜于发展以水稻为主的粮食

生产和多种经营种植业。

自然资源较丰富，矿藏主要有煤，铁、锰，铅、锌、滑石、油页

岩。铁矿散布予云山脚下．锰矿和滑石主产于东部邓家铺区。煤主

要分布在龙江区和杨柳区，初步探明储量4，500万吨。森林资源

主要有松、杉、柳．樟、槐、稠等用材林和油桐、油茶，漆树．乌

桕、楠竹等经济林。1980年底森林面积63万亩，主要分布在龙江、

转湾、湾头桥、杨柳和邓家铺等区。国营武冈林场已初步建成用

材林基地．场内有标本树种88科、453种。

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

削，武冈县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建国以来。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金县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艰苦奋斗i取得了很大成绩。

农业生产稳步上升．至1 980年，兴修水利工程27，720处，其

中有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28座，小(二)型水库90座，山

塘24，905口，河坝996处，其他井圳1，700处，蓄引水量2．4亿立方

米．威溪水库蓄水量3，280万立方米，汇水面积115平方公里，主干

渠164公里(其中隧洞21处，渡槽26处，倒虹吸管5处，总长7，080

米)设计灌溉面积19．15万亩，已灌田8．5万亩。与洞口县合建的大
<8)



业冲水库，蓄水量1，626万立方米，灌田4．2万亩。1958年与邵阳县

合建的邵武水库在米山公社，库容1 00立万方，灌田2，500亩。邵阳地

区大j94灌区在县内主干渠61公里，灌溉面积16．09万亩。新安铺倒

虹吸管，为一阶段预应力钢筋混泥土管，直径2米，长5，562米，

最高水头140米，为大圳灌区咽喉工程。全县拥有电力排灌装机容

量6，862千瓦，农机总动力为4．2万马力。有农用汽车40辆，拖拉机

556台，柴油机3，019台，汽油机205台，农用水泵2，289台，打稻机

近万台。生产条件的改善加快了农业的发展。1 980年粮食总产达

4．47亿斤，比l 949年增长2．4倍。产干辣椒3．5万担，茶叶1．6万

担，乌桕籽1，600担，烤烟1．77)-担，棉花2，800担，柑桔3．7万担，辣

椒、茶叶、乌桕为全省重点生产基地县之一。社队企业总收入l，654

万元，占三级总收入的21．1％，饲养牲猪46．8万头、铜鹅24．3万

只。历为“铜鹅之乡”，所产铜鹅耐粗饲，生长快，肉嫩可口，

饮誉中外。

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解放前仅一些纺织．皮革、制伞等手工作坊

和两个小厂。1 949年工业总产值1 48万元。如今，有地属企业4个，

县国营企业18个，县办集体企业20个，社办企业144个，镇、街工

业企业23个，1 980年工业总产值3，91 6万元，比1 949年增长25．5倍．’

煤炭历年供销外县。机械、化肥、水泥、造纸，制药工业从无到

有。汽阀、榨油机、皮鞋等产品畅销外省。传统木雕工艺品富有

民族特色。仿古皮革制品精巧玲珑，t质地优良，颇受外商欢迎．
交通运输相应发展。解放前境内唯有高家铺至玉带桥公路

22．5公里。现在全县公路通车里程502．6公里，其中省级公路65．3

公里，县级公路1 55．1公里，社级公路250．2公里，林业、水利专

用公路32公里。公路桥108座，全长1，6 73．7米。社社通汽车。乡村

简易公路亦逐步增多。内河航道里程39公里。拥有汽车1 91辆(含

农用汽车)，吨位754，木帆船61艘，吨位350。1980年水陆货运
量7万吨，客运量1 73万人次。

文教卫生体育面貌日新。1949年入学人数仅占总人数的4．226。

文化和医疗设施寥寥无几。今有校园745所，’其中地属师范学校l

所、县办农业技术学校1所、普通中学75所、小学410所、幼儿园

(班)258所，教职员2：5，378人，在校学生138，432人，比1949年增
(4)



加9倍。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62个，其中县属医院3个，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防疫机构和卫校各1个，区镇社卫生院40个，共

有医务人员1，099名，病床901张，队队有合作医疗站，群众缺医少

药状况有所好转。县有业余体校l所，新辟运动场，灯光球场、

体育馆各1个，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人民健康水平大有提高。

县有电影院2个，广播站、图书馆、文化馆、祁剧团各1个^农村

有国办电影院1个，国办电影队3个，社队电影队36个，还有业

余剧团7个。社社有广播站。文化站，。群众文化生活日益活跃。．
武冈历史悠久，古迹甚多，“山水特郁秀，奇诡不可胜纪’’。县

城东郊七里桥，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 24年)曾建为都梁侯国都城。城

北2．54里处同保山(又名武冈山)，有元代武冈路总管柳不华屯军

的元帅岩，越上将军范蠡之女隐身的古仙院^伏流洄动，声如铃，铎，

钟、磬的九音岩(即响水岩)，有柳宗元撰的《武冈铭》与王安石

款以“半山’’的“袜岩’’摩崖题字等刻石诗文30蠡处。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法相岩，去城南1．54里，八洞相连，钟乳倒垂，泉水伏
流。洞外古木参天，石壁陡绝，摩崖石刻40余处，其中有宋开禧三

年(公元l 207年)州幕官吴中书金刚经偈语40字，宋翰林学士楼钥

“碧玉簪”题刻。云山在城南7．5公里，面积80平方公里，为武冈

十景之冠，层峦迭嶂，有十景七十一峰，登临绝顶，犹凌星辰，·

似踏云雾，下瞰武冈，远瞻新宁、城步，列道书“六十九福地"。‘‘

武冈城墙始建于宋，长5，874米，宽2．7米，。高6．6米，分小皇城，

内城、外城，均方石砌成，坚固雄伟，人称“宝庆狮子东安塔，

武冈城墙盖天下嚣。 “绝似青云一枝笔，夜深横插水晶盘一的凌

云塔(，俗称东塔)，位于县城北东1．54里迎春亭，濒临赧水西岸，：

建于清道光九年(公元1 829年)，塔高36．2米，七级，内有阴阳两径

盘旋而上直达塔顶。塔西北200米处有建于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

年)的斜塔一一泗洲塔(俗称花塔)，两塔遥相对举，亲若姐妹，素

称矗姐妹塔斗。与东南2，000米的南塔三塔位一直线，远近相映，

蔚为壮观(斜塔、南塔“文化革命劳中被毁)． 搿红绽夭桃缀小

春，清深甘井艳浮新，东风阅尽妖花面，不见渔人更问津”的武

陵井，晋陶侃令武冈时亲手所植的双银杏、建于宋代技术高超的

石羊桥，廖家园古汉墓遗址、明藩岷王墓、清傅作霖墓、曹一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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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墓亦遐迩悉知·

本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明末袁有志等率众破城追杀小暴君

藩岷王朱企鳢于王府阶下·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如炷率

领饥民反对地主乘灾荒运米出境，包围州衙，击毙知州徐克弼。咸

丰四年(公元1 854年)白蕉团会党杨燕山首倡农民起义。光绪二十七

年(公元1901年)县城群众捣毁官盐局。1920年邓中宇，李秋涛主办

武冈“文化书社一(系毛泽东同志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一七分

社之一)。1 922年欧阳东、邓中宇主办以马克思、恩格斯名字之

尾音命名的Ⅳ思思学校一和“思思工厂一。l 926年成立武冈农民

协会和中国共产党武冈特支(代号牟伍康一)。l 927年秋建立中

共武冈特区委。l 928年正月成立中共武冈县委。l 945年侵华日寇

残部500余人溃逃高沙，途经雷祖岭袋形山地，被当地群众围歼400

余人。

1930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同志所属红七军奉命北上。途

经本县转湾公社木瓜桥，在该地桥台砌石上书写搿共产万岁"等

多幅标语。随后大军挥师东北，兵临县城，围攻六昼夜，与国民

党何键部队激战，献身英烈葬于县城东郊黄家山(今武冈一中

校内，已平)，群众称之为“红军山一。l 935年“月贺龙、任弼

时、肖克同态领导红军二方面军长征经本县北境，纪律严明，秋

毫无犯。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武冈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武冈的历史是人

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建国以来，武冈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社会主义草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金县人

民央心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

一致，群策群力，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为
、

武冈的历史增添更为壮丽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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