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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古
刖 青

花垣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文件和上

级指示，在花垣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于一九八一年九月至一九八二年

十一月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由于历史上的多种原因，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地名重名、

名不符实、含义不妥、用字不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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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调查核实，为四化建设提供了可靠地

名资料，为今后正常的地名管理工作提供了基础。普查的全过程，由

县成立了地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公社、镇成立普查工作小组。

专门负责，采取深入基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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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普查结果翔实可靠。普查依据：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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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称进行普查。

同时注意充分搜集有关地名的历史资料和口碑。反复审定，确保地名

普查质量。

通过此次地名普查，对重名公社和大队作了更名。对1，423条地名

做了标准化处理，监全部表列化收进本地名录。属行政区划、自然村

的1，118条，自然地理实体的243条，人工建筑物的50条，企事业单位

的12条，每条之下酌加注释。花垣地名图及刊印的照片，则是地名的

直观表现形式。

本地名录所记载的名称由来及含义，力求有理有据。但我县是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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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聚居的县，缺乏文字史料查考，绝大部份只能取自口头传说，往往

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有的说法近乎幼稚，找不出完善解答，亦予

收录，以备进一步研究作参考。监有个别地名含义，暂付阂如。

书中引用数据，除注明年代的之外，均用一九八0年花垣县统计

年报数据。另附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字。文中所定方位，一律是以

花垣县城为中心确定的。

本地名录收录的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如需更

改，须按地名管理权限报县人民政府审批，方可有效。

在花垣县地名普查和花垣县地名录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麻兴义、

龙炳文、石成鉴、石昌炽、石兴正、刘宗福、黄厚先、黄厚光、石

新征、蔡光栋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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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垣县概况

花垣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东与吉首

县接壤，南与凤凰县交界，北与保靖县相邻，西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

治县毗连，西北为四川省秀山县。县境南北长49．5公里，东西宽38．5

公里，面积为1108．69平方公里，却1，663，035亩。

建国初，花垣县属沅陵专区，1952年属湘西苗族自治区，1957年

9月以后，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据汞绥直隶厅志记载，本县秦属

黔中郡，前汉属武陵郡，后汉为五溪地，晋属武陵郡，宋齐属郢州，

梁属武州，陈属沅陵郡，隋属辰州，唐为溪州地，宋属奖锦地，元为

六里苗地。在今吉卫公社境内的老卫城，卫城，吉多坪，先后有明朝

设置崇山卫，崇山千户所，隶湖广土司；清朝设置汞绥直隶厅。清嘉

庆七年(1802年)厅治迁往花垣。1913年废厅设汞绥县。1949年11月

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1952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后，因汞绥两字

系清朝皇帝的“赐名"，有汞远镇压苗族之意，苗族人民代表提出更

名的议案，1953年经批准以县人民政府驻地花垣镇命名为花垣县。

解放前，县辖花垣、茶洞两镇和吉峒、长潭、卫城、排达、太平、

卧龙、桃花、清隆、石栏、铅藏、弭诺等11个乡。解放后，在花垣、

茶洞、吉卫、麻粟场、龙潭、民乐等地设区人民政府，1956年裁撤。

1958年人民公社化，1961年体制缩小，全县分为三角岩、长乐、窝勺、

团结、大河坪、茶洞、吉卫、补抽、雅酉、麻粟场、排碧、排料、董

马库、龙潭、道二、雅桥、排吾、民乐、猫儿、两河等20个公社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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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镇，至今未交。

据1982年人口普查总人数为208，294人，其中苗族152，439人。

地势南高北低，处于云贵高原东向延伸的边缘部位，却武陵山脉

中段。主要山豚有四支：东为莲台山，东北为长潭山豚，南为黄瓜山

——莲花山，西为摩天岭——太阳山。河流有花垣河包绕县境西部和

北部；兄弟河流经中部的排吾、雅桥、麻粟场、龙潭、窝勺、道二、三角

岩等公社；东南边境的高岩河流入吉首县峒河。山脉河流都呈南西至

北东走向。

全县北部中部南部，海拔不同，气候迥异：北部沿花垣河附近，海

拔为220--,--400米，年平均气温16℃，一月份最低温度为一5．1℃，七月

份最高温度为37。C，无霜期271天，年降雨量为1420．9毫米。中部地

区海拔为400-'．-'700米，年平均气温15,4"(3，无霜期258天，年降雨量

1494．8毫米。南部山原区海拔为700"一1197米，年平均气温13．5℃，无

霜期240天，年降雨量1615．1毫米。因此全县各地农事季节颇不一致，

最多相差一个月。近几十年灾害较频繁。

有耕地291，841亩，林地1，036，207亩。以农业为主，粮食总产1949

年为6，379万斤，1979年为14，183万斤。经济作物主要有近年扩种的甘

蔗7，219亩，1980年亩产3，927斤。油茶188，533亩，1978年最高年产

9465担，油桐13，177亩，1956年最高年产4，000担，漆树2，437亩，年产

生漆约三、四十担。

解放后，兴修有中型的小排吾水库，库容1，040万方；还有下寨河

引水工程，红卫水轮泵站，以及小I型水库10座(库容815万方)，小噩

型水库43座(库容700万方)，灌溉面积达10万余亩。

电站从无到有，现有小水电站104座，装机容量11，400千瓦，架高

低压线538公里。有中型的塔里水电站，装机容量13．860千瓦，除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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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外，还向吉首、保靖供电。全县21个社镇驻地，和248个大队，28，616

户都有了电灯照明。

矿产资源丰富，矿种较多，锰矿藏量为全省第一。开发利用前景

可观。工业生产发展迅速。1981年已拥有机械、电力、采矿，有机化学、

水泥、五金工具、建材，造纸、制糖、酿酒、印刷、纺织等77个企业，总产

值达1232．2万元o

全县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公路总里程526公里，干线有两条，一

自言首经花垣、茶洞进入四川，一从花垣至保靖，全长71．54公里；支

线12条，长102．7公里；县社公路67．86公里，大队公路283．9公里。

在1970年实现社社通公路；为全州最早的县份。现设花垣、茶洞、麻粟

场三个汽车站。水路通航里程有97公里。

全县有中学8所(包括民族中学1所)，1981年在校学生7，248人，

其中苗族4，535人，土家族374人。小学250所(有13所附设初中班)。

学生29，490人，其中苗族20，408人，土家族933人。

文化事业，有县电影院、剧院、苗歌剧团，文化馆和图书馆，公社

有文化辅导站和电影队，已实现社社有电影院。

县人民医院有床位180个，设备此较完善。公社有卫生院，大队

卖行了合作医疗，防病治病，群众称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花垣县地名含义概述

花垣县现在通行的地名可分两类。一类为苗语地名，皂P窝勺，茶

洞、吉卫、排碧、排料、道二、排吾、谷坡、排楼、米沟等等。苗族定居本县

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有苗语地名。但苗语有音无字，采用汉字书写，

只能得其彷佛，不易完全准确。所以，今天考查地名的来源和含义，

应该追溯其苗语原意，方可求得历史奠象。如“茶洞刀是苗语“乍

董刀的音译，“乍矽却汉人，“董"卸所佳窝坨。原来川、湘、黔三省

边区苗族人民经常路过此处，呼它为“乍董矽，意为汉人佳地。但若

照汉字字面解释，就会搞错。再如谷坡位于丛山之中，似可顾名思义。

但当地系苗族较古老的寨子，早已有名，在当时通行苗语的地方而以

汉语命名是不可能的。谷坡实为苗语的“谷炮”，按苗族习惯：射击

打赌，以十炮为限。“谷"是十的意思，“炮”是“枪”。因寨子位居

在深山狭谷，此喻十枪也难打到，故名。又如“米沟"卸大路(指高

岩河一一吉卫的大路，昔为粮运唯一通道。)之意。这一类地名含义

都需费力探讨。另一类为汉语地名，即花垣、三角岩、长乐、团结、

大河坪、雅酉、龙潭、雅桥、民乐、猫儿、两河、玉落屯、伍家坡等

等。都是随着汉人迁入、汉语流行以后产生的。若干年来，又有所演

变，虽无实物根据，然亦明囱可信。例如“花垣"，据历史记载，此

地原为明朝保靖宣慰司彭氏宴游之所，故名花园。但清代汞绥直隶厅

志中，时而写作花垣，时而写作花园：嘉庆元年九月的圣音，有“．．：⋯

刘君辅仍在花垣一带防堵⋯．．矽之句，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圣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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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汞绥花园，龙团一带肃清后⋯⋯黟之句， “垣"“园，，两

字通用。今日通称花垣，则已约定俗成，又不能写作花园了。再如雅

酉来源于鸦夷汛(当时根据不同地方苗族服饰的不同颜色，把苗族分

为红苗、花苗、黑苗．．：⋯；。此地被称作黑苗地方，比拟为乌鸦颜色，夷

是古时对异族的贬称。清朝设鸦夷汛。)玉落屯本为清朝所设裕饶屯

名称的演变。 ‘。
．。

在汉语地名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是从苗语地名意译而得名。因而也

出现了苗、汉语汇同时使用的混杂现象。还存在着许多不够完整的地

方。例如董马库公社的雷公寨，苗语呼为“刮索’’， “刮"是姓石的

总称，“索’’是雷公，所以译为汉名雷公寨，没有完整的表达苗名原

意。这种情况，不止一处，都是以讹传讹，而又成了习惯。

根据对花垣县870条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凡公社、大队和驻地

自然村同名的只以一条计入。)含义的统计，可以归纳为八种：

一、因地理实体命名的有423条，占48．6％，它们的含义是清楚

的，不言囱明。其中以山、坡、坳命名的有85条，以坪(排、板)冲

‘(夯)沟、湾(董、果)命名的124条，以岩石命名的55条，以其他地

形位遣命名的41条，以溪、河、潭、井命名的101条，以山洞命名的17条。

二、因森林、草木、果树、出产、矿藏命名的有130条，占15％。如

排楼为苗语板落的音译，意为竹子坪，昔日因盛产竹子而得名。而今

当地竹林已不如古时茂威。这类地名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特点及

其发展变化。

三、因姓氏命名的有86条，占9．9％。全县有龙家寨14，吴家寨

11，麻家寨8，石家寨6，杨家寨lo，田家寨6，唐、肯、向、张，王家寨

各2，还有以潘、马、雷、伍、黄、贾、胡、刘、易、陆，兰、汪、高、卜、付、龚

等姓为名的村寨各1，共计27姓。

，(8)



四、因人名命名的14条，占1．9％，这些地名是王二桥、腊乙坪、

小碾寨、大利久、果其高、麻粟场、麻连、新科、彭湖、芷耳、古老

侨、二娘寨、透喜、毛号，都是以村寨始祖或先人中对人民有贡献的

人的名字用作地名的。唯找不到家谱一类文字记载，无法查考详细事

迹。．如新科一条，只是根据古时流传下来的苗歌中有“新科不且”一

句，意为新科背秤，而把新科定为人名的。据说他是苗区使用衡具的

推广者o

五、因迁移、居住原因命名的有55条，占6．3％，苗族父子兄弟惯

于各立门户，往往旧时一寨，数年后辄分为数寨，沿用本名，而冠以

新、老、大、小，上、下等。全县有新寨15，老寨12⋯“。也有以苗、汉

(乍)为寨名的，外地迁入户所建寨落，又常以7原籍命名。

六、因鸟兽禽畜雷公鬼怪命名的有77条，占8．8％。这类地名涉

及动物名称有30多种，有些是无稽的神话。

七、以军政大事或人工建筑物命名的有70条，占8％，包括因军

事设施命名的29条。如营、屯、堡、卡等。因行政建置命名的有7条，如

吉卫、团结等。因社会事故命名的7条。还有因寺庙、桥、路、河坝等人

工建筑物而命名的27条。 ，

入、因其他缘故命名的有15条，占1．9％。这些地名是花园寨、

吉场、火焰土、木田松、谷坡、老天坪、丙池、惹坝、排沟九、瓦货、安岗

寨、牛皮，各汤、开支铺等，都是因某项特定事件命名的。如开支铺，

苗语开是干旱，支铺应为己l、，意为商谈。因当地常闹旱灾，为此大

家要商谈办法而得名。

上述为花垣县地名的简介。可供对地名学、民族学有研究的同志

鉴定和参考o

㈧p



花垣县苗语地名译写的说明一

+我县苗族有语言浸有文字。苗语地名书写杀用汉字，多为音译，亦

有意译。苗语中几个不同的词汇，往往用一个汉字音译：如苗语中的

“岩壁’’，“跑’’，“末尾"，这几个词汇，都译写为“坝"字。如苗语中的

“缓缓山坡’’，“三"，这两个词汇，都译写为“补"字等等。因苗语

语音本来不同，难于译出同音的汉字，只好用近音字代替，群众已成习

惯。更普遏的则是一个苗语地名，有几种汉字写法，除了各不相谋的

任意翻译这个原因之外，也由于苗语声调本来不是完全统一的。我县

苗语方言，约可分为四大区。一为吉卫、补抽、排吾、雅桥、道二、龙潭、

猫儿、民乐、两河九个公社与茶洞、团结、三角岩三个公社的一部分；二

为麻栗场、排碧、排料、董马库四个公社；三为长乐、窝勺两个公社；四

为雅酉公社。以上四大区，同是流行苗语，但语言声调的调值(包括轻、

重、缓、急、清、浊等。)各有不同特点，许多苗语找不出完全同音的汉

字书写，用汉语拚音字母拚写也不能完全吻合，这些都只能力求准确。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苗语有语头虚词，但无实义。如代勾，代帕

的“代"，各兄，各乍的“各”⋯⋯都无卖义，但又是共同的语言习

惯。还有个别地名，无法合乎规范。如“角弄"已为通行的译写方式，

但“角"的读法，当地读做96，与标准读音jiao不同。另外，“铅"

厂的“铅刀字，当地读做yudn，也与标准读音qian不同。这类地名用

字，已是约定俗成，只能按当地的读法为准，未加更改。

为了适应这些复杂情况，我们特把苗语地名译写中常用的267个

词、字，表列于后，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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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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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jie鸡il

溜豆Liad6u ：

卧俭Woiian节jie

语

家jia壤rdng咀zut者zh6整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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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mdng马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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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Dar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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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山羊，麂子

蜂

蜂蜜

鹞子

豹子，豺狗

蚊子

舌头

喜雀

鱼

穿山甲

孤狸

彳

(掳)苗语音译

地

寨

姨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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