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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精

神，按照省、地统一部署和有关规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对1981年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加以综合整

理汇编而成的。它是一部较系统，完整的一代地名资料汇集本。可为各方提供使用，亦

可存档留给后世。，

1981年4月至12月，我县开展地名普查的全过程，分室外作业和室内整理两个阶

段。在工作中采取领导，群众、专业人员相结合，实地调查和重点考证相结合的办法，

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的行政区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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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著名的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同

时，充分利用典籍资料与实地调查资料相互校正审定，从而，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靠

性。

我县是以侗族聚居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大量的侗语地名。我们本着尊重民

族语言的精神，原则上不作大的改动，只对少数因音误讹错的地名用字，则以近音之规

范化汉字代替，如“诗洋’’改“西阳"。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含义，按照查之有据理由

充分的肯定，合乎情理的民间传说予以保留，说法不一但各具情理的同时记载，明显易

懂的(如张家寨)从简的原则。侗语地名的来历及含义按其本意译懈。

本地名录，经过文字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的地名收录了绝大部分，分为五大类，以

字典形式排版。属行政区划、自然村的1543条，片村50条，自然地理实体110条，企事

业单位12条，人工建筑物3l条，名胜古迹3条，共1749条。所有农点、废村名称均列附

表于后。、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撰写了县，社两级行政单位和省属重点文物及县

内著名的人工建筑物概况，共28篇，其它项目，择其重要的配以部分照片予以简介。书

中所用数据，截至1980年止，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实。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根据发展情况，今后行政区划还将会

进行调整，因此，不绘制分公社的地名图，只绘制l：10万的一幅全县地名图，订装在

卷首，以窥全貌。

本地名录的编排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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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式，唯名胜古迹类，则以文字概况附照片及简要

说明为其主要形式，卷尾部分有更名大队、自然村新旧名称对照表，以及公社，大队名

称笔划查字表和编后记。全书共178版面，约24万字。

编印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经验缺乏，加之时间短促，难

免不出差错。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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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族自治县概况

(1)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之地。东与本省绥

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和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毗连，西与贵州黎乎县相邻，南与广西三

江侗族自治县交界；北与靖县接壤。总面积2240平方公里(折合336万亩)．，其中林

地2634000亩，-占总面积78．5％，草山446000亩，占总面积13．2％；耕地20万亩(水

田189000亩，早土16000亩)，占总面积6％，其它78000亩，占总面积2．3％。大体形

成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概貌。有20个公社，2个镇，2个居委会，231个大

队，1506个生产队，1288个自然村，23204户，168482人。侗族117261人，占总人口

的69．64％I汉族39428人，占总人Ij的23．34％，苗族、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11793人，

占总人口的7．02％。县人民政府驻双江镇行政街。

通道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前称“荆州西南隅要眼之地’’。秦时属黔中郡。西汉至

西晋属武陵郡。东晋属武陵郡。齐至隋属南阳郡。唐至五代时期属覃阳郡。宋崇宁二年

(公元1103年)置罗蒙县，县治设罗蒙石,I-p1(今县溪镇)。不久更名通道县。据《湖南通

志》记载： “通道”意即通往黔，桂两省之大道。

1949年lO月20日通道解放，建通道县临时人民政府。12月25日成立通道县民族民主

人民联合政府及区政机构，辖一(县溪)、二(播阳)、三(牙电堡)区。随后，区下又

建乡政机构。1951年n月从绥宁县第八区划入原半里乡、溶江乡，石岩乡，即：坪阳、

甘溪、陇城、马龙、双江、菁芜洲、临口、下乡、木脚等地，增设四(陇城)，五(双江)、

六(临口)区。1954年4月7日，经上级批准，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同年lO月1日，从广西三江

县林溪区划入坪坦、黄土等地，增为第t二区(即坪坦区)。至此，全县共辖7个区，89个

乡。1956年撤区并乡，共并为16个乡。同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增设大商坪苗族乡和传

素瑶族乡。1957年3月又从绥宁县划入溪口、杉木桥等地，分设为溪口、杉木桥乡。此

时，全县行政区划为20个乡，1个城关镇。1958年公社化时，撤销乡、镇体制，按原区

政体制建立县溪、播阳、牙屯馔、溪口、临I：1、双江、陇城、坪坦8个人民公社。1961年

又按1956年的乡政体制，调整为20个农村人民公社和1个新城公社(城关镇)。1963年

5月，经黔阳专员公署批准，撤销新城公社，建立县溪，双江两个行政镇。

自宋崇宁二年起，至解放后的1958年止，历代县府均设县溪镇(原罗蒙装)。但解放

后，随着县城的扩大，县府设于县溪镇已不适宜，经上级批准，县府?]：1958年秋迁至位

置适中的双江。1959{V-春，靖县、通道两县合并，县名沿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府返迁

县溪镇。1961年秋，靖、通分治，县府复迁双江至今。

全县东、西、南三面地势较高。逶迤的雪峰山余脉南行至县境东部，巍峨的云贵高

原延伸至县境西部；峻拔的广西九万大山(属佑岭南支脉)伸向县境南部。山脉为东北

至西南走向。东部一隅的烂泥界(原名牛皮界)主峰高达1620米，为全县海拔最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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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与黔、桂两省接壤的三省坡海拔1336米。中部和西北部地势较低缓，以低山谷地和

溪谷平原为主。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海拔一般为500至1000米之间，形成以中

低山为主的山地峡谷地形。

， 境内有大小河流13条，总流程达512公里，均为南北流向。以县境南部陇城公社境内

之八斗坡为中心分水岭：向南流的河流有普头河(坪阳河)、洞雷河(张里河)两条，

向北流的河流主要有渠水(原名恭水)、通道河，播阳河等1l条。以渠水为主干流，流

域面积占全县总流域面积的90．1％。渠水是由播阳河和通道河于犁头嘴处汇合而成，流

经县溪，江口等社镇，流程约15公里后入靖县。播阳河(原名洪洲河)流经播阳、地阳

坪、县溪等地，约40公里，j二犁头嘴处汇入渠水。其支流有牙电堡河，四乡河分别于杨

家电和秀溪口两地汇入。通道河流经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大茅坪，本县的爪脚、l临lfJ、下

乡(此段今又名临口河，原名东溪。)，菁芜洲，县溪(此段原名芙蓉江)等地，约125公

里，于犁头嘴处汇入渠水。其支流有双江河、羊须河，分别f两江和陡lU坡汇入。酱

头河属珠江水系，在坪阳公社境内流程约18公里，进入广西后汇入浔江。建筑奇异，装

机2000碰的通道县阳洞滩水电站即在此河流中段。

县境内土壤为山地黄红壤、山地红壤和高山草甸土。全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

候，年、F均气温16．3℃(一月平均气温5．2℃，七月平均气温26．2。C)，年降水懂1400毫

米左右，全年尢霜期达280天以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山较多，有广阔的天然牧

场，自然条件可谓十分优越，宜于农、林、牧各业的发展。

县内自然资源亦很丰富。现有森林面积1760000卣，其中松、杉等用材林1590000亩，

油茶、油桐等经济林140000多亩，竹林28000亩，森林覆盖率达60％，木材蓄积

量7870000立方米，楠竹蓄积量4460000根，是湖南省林业重点县之一。据初步调查{全

县共有乔木树种74科700余种，其中稀有珍贵树种颇多，如楸树、翅夹木，金叶白兰、

三尖杉等’山珍种类办繁，如香菇、木耳、玉兰片、猕猴桃等，工业原料有五蓓子，山

苍子、乌桕子、生漆，棕片等，药材有大量的苡米、松茯苓等；在深ljJ密林中栖身麝、

熊，野牛、金鸡等珍禽异兽，术脚公社境内的溪涧中栖身着稀有的娃娃鱼。地下矿藏有

锰、铁、铜、锌、砂金，水晶石等。

经济以农为主。1954年至1980年期间，全县兴建各种水利工程5073处，其中小<一)型

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3l座，山塘670处，溪坝3854处，水轮泵电灌站有215处，总蓄、

引，提水爨97000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160000余亩，兴办农村小水电500处，装机容

量8201珏，发电量9580000度。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684台，各种机引农具863部。

l 9 8 O年粮食总产142000000斤，平均亩产768斤，总产比解放初期增加2．2倍，油菜

子、茶子、核桃等油料作物总产1560000斤，比解放初期增加11．5倍；棉麻总产700000斤，

比解放初期增加14．1倍，烟叶180000斤，茶叶40000斤，水果700000斤，木材生

产107100立方米，人工造林23000亩，封山育林122000亩I耕牛年末存栏31000头，牲猪

年末存栏70000头。1980年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统计)达37820000元，农村社

员人平分配收入114元，比1956年提高三倍。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解放前，通道只有几家个体手工业。如今，城乡厂矿企业已发

展到58个，以木材、松香、农机、酿酒、造纸、水泥，织布，加工业为主，工业年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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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70年不变价统计)达8180000元。工业产品有松香、藤椅、木器、芒心制品、黄

土镰刀、通道小曲酒，干姜等。在省内外都享有盛名，有的产品还远销国外。

解放前，境内仅有一条被毁坏不能通车的湘、桂公路，运输全凭船运和人力肩挑背

负。如今，公路四通八达，总长达526．7公里，全县90％的大队和100％的公社通了车，

枝(城)柳(州)铁路纵贯西部南北，跨越五社一镇，达45公里，昔日羊肠小道的穷乡

僻壤，今朝公路成网车如梭，火车飞驰唱赞歌。

文教卫生、科技事业日新月异。解放初，全县只有85所小学，l所初级中学，在校

学生6000余人。现在，有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18所，小学399所，在校学生30000余

人，比解放初增办I；57．2倍。解放初，仅有十几名民间草医和一家药店。现在，有医院、

卫生院25处，病床319张，医务人员335人，各社队都办有合作医疗站。双江、县溪两镇

均建有电影院、文化馆、新华书店，县城建有广播站、民族歌舞团、电视差转台、灯光

球场，全县农村建有24个文化站、22个广播站、31个电影放映队，大大地活跃和丰富了

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县社队四级科研网初步形成，利研成果日益显著，仅1980年就出

科研成果53项，其中县级推广的有44项、地级推广的有5项，省级推广的有4项，有力地

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

通道是以侗族聚居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乡土习俗方面均具鲜明的民族特点。

侗族村寨多喜于依山傍水处建造，树前寨后，或溪河长流，或群山起伏，或梯田层

卺。寨头村尾，树影婆娑，幢幢农舍，倚翠偎红。房屋构造，尤为独特。多为三层杉木

结构的吊脚楼，上层多作粮仓晾楼用，中层住人，下层圈养家畜。遍及侗家山寨的鼓

楼、风雨桥，更是风姿各异。鼓楼、桥梁的悬梁立柱和睥枋横匾上附有奇花异草的工笔

绘画，翘角屋脊上配有飞禽走兽的泥塑木雕。这些形象逼真的绘画，栩栩如生的塑雕，

将建筑物装璜得更加富丽堂皇，与红霞、绿树，水光，山色交相辉映，诗意盎然。工艺

精致的侗锦、侗帕，刺绣或编织着民族色彩浓郁的各种图案花纹。

侗族人民普遍喜食油茶、糯饭、甜酒、腌莱(腌鱼、腌肉、腌鹅、腌鸭、腌罗b、

腌青菜等)，喜穿自纺、自织、自染的青紫色侗布衣。青年妇女的妆饰品为特制的银梳、

银耳环、银项圈，银扣链，银手镯等。

侗族人民能歇善舞。侗族歌曲悠扬悦耳，颇富民族特色。芦笙，竹笛、木叶，琵

琶为常用之伴奏乐器。舞蹈尤喜“多耶"和芦笙舞，若逢较大的喜庆节日，亦喜玩龙，

舞狮。

县内尚有三处省级重点保护的民族文物遗产。如飞阁重檐，高达九层的“马田鼓

楼，，，座落在坪阳公社境内，初三眉月、造型美观的“迥龙桥”，座落在坪坦公社境

内，结构独特、亭亭玉立的“白衣观’’，座落在播阳公社境内(县原种场驻地)。

县城南郊，岩峰横亘。雄伟壮观，高耸入云、姿态奇异的独岩峰，巍然屹立，使如

花似绵的双江城倍添异彩。有诗赞日。南游北客笑相问，错把双江作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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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为通道伺族自治县县城风光

景致幽雅的双江城，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远

眺，峰峦连接蓝天；近观，绿树掩映民宅。



(6)

双江镇概况

双江镇位于县境中部，双江河两岸。系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城所在地。周围与双江公

社接壤。辖一个居委会，一个蔬菜大队，4个疏噪小队，共316户，6253人。全镇南北

长3公里，东西宽0．5公坦，总面移{约1．5平方公里。镇政府驻地设在老街南端大桥头。

双江镇为山区丘陵地。一般海拔为329米。年平均气温16．3。C。全年无霜期

达280天。年降雨量在1200毫米至1500毫米之间。安(江)桂(林)公路经过镇中心，东西

南北四条公路干线通往毗邻各县和县内各公社。

该镇原是一个集镇。解放初属绥宁县第八区管辖。1951年冬划入通道。1956年撤区

．并乡，为双江乡驻地。1958年秋县府从县溪迁往此地。1959年春靖、通两县合并，县府返

迁县溪。1961年秋靖、通两县分治，县府复迁双江。1963年经上级批准成立双江镇。名

称以所在地双江河得名，沿用至今。

未建县城前，此地仅有一条短窄的石板老街道，居民住宅均为木房。如今，扩建了

三条林荫柏油路街道；新修了一条通往河东区的沙石公路；在城东、南、西建有三座钢

骨混凝土结构公路桥；新建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县属各单位及职i亡居民住宅面积

，达143700平方米。

双r江镇是通道侗族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昔日，仅设有几家私人店铺。如

今，镇南端商店密布。每逢集日，人群熙攘，繁荣异常。镇北双江河两岸，建有大米

厂、农机厂、造纸厂、水泥厂、酒厂、电修厂等工厂，年产值达1400000元。文卫事业

发展很快。1962年前，此地仅有一所小学，如今，建有县重点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一

所，共有教职员21298人，在校学生1771人。镇内设有广播站、文化馆、电影院、县人民

医院．县人民中医院和镇办卫生院。县人民医院住院部设有内外两科，共有床位ii0张，

医护人员74人。

全镇有菜地230亩，水田52亩，蔬菜生产品种繁多，基本上满足城镇人民的蔬菜供

应。 ．

镇南新建的烈士陵墓，使风光秀丽的独岩冲更添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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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溪 镇

X I ANX I Z HEN

镇驻地：嘉篱萋



县溪镇概况

(9)

县溪镇位于县境西北部，渠水(又名恭水)两岸。东、南、西，北均与县溪公社接

壤。辖一个居委会，一个蔬菜大队，5个蔬菜小队，共700户，2316人。镇政府驻地设新

街头。 一

该镇历史悠久。自宋崇宁二年置罗蒙县于此地设县城(当时名罗蒙砦)起，直

至1962年春(其中1958——1959年除外)，均为历代县腑所在地。解放初古城有城墙和

东、南、下城门三渣。1952年后，因建城和修犁头嘴大桥，才逐渐拆毁，将墙石用于建

桥。1953年民主建政时建立城关镇。1958年公社化时撤镇并入县溪公社。1959年以原镇

体制组建为新城公社。1963年5月，经上级批准，撤销新城公社，建立县溪镇至今。以

当地县溪公社名称得名，现有工农街(石板路面)和新街(一节石板路一节新修沙面

路)，原城内，城外两街均于1978年新建县溪贮木场所拆毁和占用。

解放前，此地只有8家私人店铺和1家打铁手工业。如今，已发展有元木、铁工、

农机、服装、饮食以及各类商店、旅社等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新建住宅面积39200平

方米，省属贮木场、通道火车站、通道水文站、县属第二中学等单位亦设于此。

该镇新置汽车1辆，大型拖拉机1台，有蔬菜地120亩，蔬菜生产品种较多，基本

满足了城镇人民的蔬菜供应。镇办企业不断发展，其中元木加工产品远销省内外，仅这

一小厂的年产值达24000元。文卫事业亦有发展。

镇内水陆交通方便，枝柳铁路、安(江)桂(林)公路和渠水纵贯全镇，渠水可航

行木帆船和流放竹木等。镇西南犁头嘴处建有两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铁路、公路桥梁。

镇中大码头处，有浮桥1鹿飞架渠水两岸，为来往行人提供方便。

办拳，扎氍磁_哥强孽雠擎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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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县溪镇 行政区捌，居民区

县溪镇

县溪镇居

委 会

新街头

县溪镇

蔬菜大队

菜园

下窑

教场头

桥头庵

[Xi6nxi Zh色nl以其濒临渠水，又为历代县治，故名。

【Xi6nxizhen J豇weih6i】系城镇居民组织，直属县溪镇，故名。

Ix ini ietOuI地处新街上端，敝名。

【Xi&nxIzh色n Shochi D6d6i】系城镇菜农组织，直属县溪镇，

故名。

[Caiyudnl地处历代种菜之园地，故名。

【Xiaydol位于犁头嘴下端，原有瓦窑，故名。

tJi60chdngt6u]位于教场坪(相传系历代练兵场，今为菜地)上端，

故名。

【Qidot6u’anl以境内浮桥头建有一座庵而得名。此地设有县溪汽车

站、粮站、粮库、粮店、供销社仓库、搬运队等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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