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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九八一年三月开始，我县根据中央有关地名工作的指示精神，对全县自然村以上 。：

地名进行了一次普查，并编纂了这本地名资料。

地名普查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1日的地名由于时代的迁移而发生讹变，新的地名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个时期内大赶政治时髦，任意改变地名，更加人 ’：：．

为地造成了地名的混乱。这次，垒县以l：5万地图为基础，共调查了地名15262条， 弘

共中入图的13990条。与原图此较，．新增了2528条，删去了118条，由于舌溪、形 ⋯‘

误或义误而勘正的1 716条。另外，因重名而更名的公社2个，大队228个，新命名的大 ·i；j：

队6个。对于赶政治时髦的地名，绝大部分恢复了原名。所有地名用字，一律按第一批 j’：

简化后的规范汉字书写。至于少数方言字，凡属古字典上能查到的，如。颇”、 。埂”、 ，『：．

_鲞”，。营”， 。城”等，都保留原字，连古字典上都查不到的，如。地”、 “椅” 篡：：‘

等，则统一采用一种字形，沼灭一字多形的现象。这样，基本上实现了地名标准化，澄 ；

清了混乱现象。关于地名的来历和含义，一般都反复作了考证，力求弄清它们的本来面 》!◆

目，作为史料载入成果表。 ：：

垒书共收录地名13990条，共中行政区划及自然村13418条，自然实体185条，人工 i：
“

建筑169条，企事业单位193条，纪念地11条，古迹14条，都属地分类。各条地名均不刊印 }⋯

地理座标。至于共来历和含义，只附选辑于书末，而不逐一刊印。地名编排，行政区划 j：’·

及自然村均排双行，只有共余各类排单行，以节省篇幅。 =。：。

垒书共刊印各类文字概况88篇。概况中所列各项数字，均截至一九八。年底为止。 ：；。

除县概况所列数字用汉字外，共余均用阿拉伯字。概况的体例基本一致。 ； J

本资料插有照片118幅，分别插干所在地的概况或地名录后面。由于人工建筑、企 ；；- l
事业单位、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分布情况不同，各公社的照片有多有少，有的则没有照 ，；

片，很难全面采顾。
‘

。 全书还附有地图16幅，分别插于各屏页之后。凡书内所收地名，都可在有关地图上 ：：
’

找到。 曼

本书付印时，古港、永安市及文家市三个集镇已被批准设镇．但书中仍按普查时地 j‘

名刊印，未予更名。

本书的出版，是省专两级地名工作领导机构具体指导的结果，是湖南省测绘局和湖 一

南省冶金地质物探水文队大力援助的结果，是县内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协助的结果，也 ：：

是参加地名普查的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果。藉本书出版的机会，一并致以诚挚的威谢。 ：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出现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

暗
．

‘

， 浏阳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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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县概况

浏阳县历史悠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风景优美，富有光荣革命传统。

浏阳在古代九州中属荆州，战国时属楚国，秦代属湘县，汉代先属长沙国，后属临

湘县(今长沙)。到三国东吴(公元=二=年起)考分设刘阳县，县城设居陵镇(现在

的官渡镇北岸)。南朝宋(公元四二。年起)改。刘”为膏浏”，称浏阳县。隋代<公

元五八一年起)将浏阳并入长沙县。唐代景龙=年(公元七。八年)叉恢复浏阳县，

县城迁到淮川镇(现在的城关镇)。元朝(公元一=七一年起)初期，县城再迁回居陵

镇。元贞元年(公元一=九五年)升为浏阳州。明朝洪武=年(公元一三六九年)叉降

为县，县城再迁潍川镇。居陵镇和淮川镇都在浏水北岸，而水北为阳，所以称浏阳县。

县以下区划，明初为乡里制，垒县分七个乡，下设七十五个里，三个坊。清朝设都

甲，垒县分六十三个都，五百个甲。一八五三年设团防，垒县分=十一个大团，二百九

十四个小团。民国初期袭用团防制。到一九三三年改设乡保，全县分四十个乡(镇)，

下设四百一十六个保，六千四百七十九个甲。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暂利用旧乡保，设

四十个乡工作委员会，四个大区办事处。一九五。年九月民主建政，废旧乡保，建一十一

个区，一个镇，下属一百五十二个乡，乡下共设村二百八十九个。土改时增至一十四个

区(镇)。下属一百九十九个乡，村仍为=百八十九个。一九五一年七月，调整为二十

七个区(镇)，下属五百八十四个乡(镇)。一九五二年十月，又调整为二十二个区

(镇)，下属三百二十九个乡(镇)。一九五六年七月，撤区并乡，直辖六十四个乡、三

个镇，下属一千五百四十九个初级农业社，九十三个高级社。一九五八年一月，减少

三个乡、两个镇，下属一千一百七十八个高级社，八千二百一十六个生产队。同年

冬人民公社化，撤乡，建立政社合一性质的人民公社一十七个，下设=百一十一个大

队，三千零六十个生产队。一九六一年三月，调整社队规模，公乖土增加到六十一个，大

队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五个，生产队增加到一万二千九百番四个。一九六二年又恢复区的

建制，社队规模基本未变。到一九八。年，垒县共一十一个区，两个镇，下属六十五

个公币土，五个街道居委会，一十一个集镇大队，九百八十六个农村大认，九千七百七十

：个生产队。 (地名普查工作结束后，古港，文家市、永安市叉被批准设镇，连同原有

的镇共五个镇)一九八O年末统计：全县共有=十四万九千九百八十九卢，一百●十四

万一千四百四十四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百=十八人，绝大多数是汉族。

浏阳地处湖南东部，自东至北依次与江西的铜鼓、万载．宜春、萍乡(市)及本省

的醴陵、株洲，长沙．平江等八个县市为邻。总面积五千零七点七四平方公里，折合七

百五十一万一千六百亩。其中山地五百三十五万亩，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三’耕地一百幂

三万零六百四十二亩，占百分之一十三点七。
’

境内海拔五百米以上的高山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点一，主要分布在东，北两都及东

南部，有大围、连云、石柱，道吾等山峰一百八十多座，同属罗霄山支脉。其中最大的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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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山，又IlI}首裨山，盘踞四县，周回三百多里。共主峰七星岭是垒县最高点，海拔一千六百

零七点八米。海拔二百米以下的丘陵与盆地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点七，主要分布在

西北．西南宽阔地带及浏阳河两岸。其中最低点为浏阳河出境处，海拔三十八点五米。整

个地形依山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主要河流都同向奔流。

境内主要河流有浏阳河、捞刀河与南川河三条，同属长江水系湘江支流，都是季节

性河流。

浏阳河上游有大溪，小溪两条主要支流。大溪河发源于大围山北麓的横山界及上庄

各山涧，流经白沙、东门，达浒、官渡、永和、古港等地，小溪河发源于大围山南麓的

黄石洞、血树坳各山涧，流经上洪、张坊、陈家坊、田心，蒋埠港、平安洲、高坪等地。

然后两河汇合于杨潭公社的双江口，流十二公里至县城．再向西南流经青草市、普迹，

折向西北，到镇头市，纳涧江水，再经柏加山、渡头等地，入长沙境，于长沙市北注入

湘江。垒长=百二十二公里，境内自大溪河源头起长一百八十一点五公里。

捞刀河在浏阳境内管名潦浒河或北川河。发源于石柱峰北麓的周洛洞，纳社港

市、龙伏市、沙市街等地水，经北盛仓、永安市等地，入长沙境，于长沙捞刀镇河口注

入湘江。垒长一百四十四公里，境内长八十三公里。

南川河或名潭水。发源于金钟湖南麓江西万载境，西南流十三公里入浏阳境，再流

经岩前、文家市、山枣潭、澄潭江、大瑶铺，金刚头等地，汇入醴陵渌江后注入湘江。

垒长七十五公里，境内长六十二公里。

浏阳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摄氏一十七点=度。年平均降雨量

一千六百一十七点七毫米，降雨El一百六十五天。年平均日照一千六百四十八点三小

时，日照率百分之三十七。年平均无霜期二百六十天。总的气候条件良好，适宜双季稻

及各种温带植物的生长。但也有旱涝、霜雹、低温。霪雨及塞露风等灾害性天气，影响

稳产高产。

。浏阳物产丰富，资源较多。大围山、张坊、官渡．古港、龙王排等山区盛产竹木。全

县一九八。年活立木总蓄积量六百三十多万立方米，楠竹约四千三百多万根。油茶林分

布较广，年产油约五百万斤。其他经济林与果木主要有茶叶、蜜桔、金桔，桑树、生漆、

乌桕、板栗、桃、李、梨及猕猴桃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烤烟、棉花．药材、芝

赢，花生、荸荠及席草等。矿产资源已查明的有煤、铁、钨、金、铜、铅、锌．磷、石

膏、重晶石、自云石等四十多种。其中煤的蕴藏量为三千一百五十七万吨，铁五百八十

九点二万吨，磷矿石八千二百九十九万吨。轻工产品有纸张、棉布、食糖、陶瓷、水竹

凉席等四百多种，出口商品达六十多种。特别是花炮、菊花石雕、夏布、豆豉，麻菌、茴饼

和相思鸟等，更是久负盛名的传统特产。共中编炮在一八八五年就已开始出口。后来逐

渐发展为烟花生产，销路更广，现已畅销干五大洲的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九八。年

出口花炮六十六万四千多箱，换回一千八百多万美元。菊花石雕在清代就已进入国际市

场，在一九=一年巴拿马万国赛会上获金质奖章，被誉为“全球一”。产于大围山的

相思乌，畅销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及东南亚各国，最高年出口量达四万多只。还有产

于官渡等区的金桔、上东各地的自纸及白茅尖等地的茶叶，过去都管作为贡品这进皇宫，

允别被称为“贡果”、 “贡纸”．、和。贡茶”。

浏阳名胜古迹较多，因此而流传的民间神话故事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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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唐僖宗年间(公元八七四至八七九年)的石霜、道吾、大光、宝盖四寺，是浏

阳佛门的“四大租庭”。其中，石霜寺在金刚公社的霜华山下。据县志载，是唐僖宗派

相国裴休监建的，正殿高九丈，主佛高七丈。现部分殿宇筒存。僖宗的第三个儿子在这

里当过和筒，法号普闻龙湖禅师。至今寺外还有。太子桥”的遗迹。日本佛教临济宗派

创始人明庵荣西的师傅和中严派创始人俊彷的师傅，都是石霜寺高信慈明楚圆的徒

裔。寺内文物现向存有鼻裴相遗笏”和。包公呵气砚”等。寺旁留有世界稀有树种千年

白果树两株。
“

在险山峻崖中、昔年立过不少关寨。共中位于岩前公社的铁岩关，筑于清咸丰<公

元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初期。关上原有一联· 。东南锁钥，吴楚咽喉”。位于山下

公社的渠城界，现街留有一段城墙。位于高坪公社的天崖寨，留有。炮墩坡”、 。竹箭

坪”、 。点将台”、城墙壁”等古迹。其余如石牛寨、龙虎寨等，都极险要。

全县天然岩洞也较多。砰山公社境内的龙洞，长三百多米，高十多米，最宽处=十

多米，两端都有出口。传说洞内原有亘龙，化为九只鸡飞走。原洞口有巨石立如鸡，少

一翅，据说就是九只鸡中被击落的一只。洞内原有“龙舔痕”、“龙心石”，。子午水”、

。七层楼”等景。古港公社也有个九龙洞，洞外有“天池”，虽处ILI顶而共水终年不

枯。高坪公社的古风洞，分为九曲，一般持火炬可入共牛。风自洞中出，呼呼作晌。

共余如达浒公社的花岩石，上洪公社的桃树岩、大围山的风岩、云岩等，都引人入胜。

有些古迹则与人物有关。如城西的双枫浦(今浦梓港)，唐大历四年(公元七六九年7

春，著名诗人杜甫从长沙到此并题诗。城南天马山侧有隐相台，相传唐相裴休售隐读于

此。下有哑蛙池，又啡墨池。据说裴休夜读时，菩于池蛙聒噪，怒以石砚投之，从此池

无鸣蛙，共水如墨。城东则有孙隐山，相传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曾隐居于此。现街有炼

丹岩、洗药桥和洗药泉等遗迹。

浏阳规模较大的古建筑物有孔庙。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兴建，道光

=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改建，两年后落成。共形式与山东曲阜的孔庙相似。庙内

原有古乐器一套，现存省博物馆。庙后有文昌阁，谭嗣同进行变法维新活动时，管在此

设立“算学格致馆”，推广新学。

浏阳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小抗暴斗争层出迭见。明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

动及辛亥革命前夕的测醴萍大起义等，浏阳人民都管积极响应，奋勇参加。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后，浏阳成为革命根据地之一。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冒多次到浏阳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浏阳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游击斗争坚持不

懈。现在很多地方被列为革命纪念地。例如；离文家市九公里的铁炉冲，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一七年进行社会调查时去过的地方，金江中学(现县属七中)是新民学会会员、湖南

第一批共产党员夏明翰、陈章甫、陈作为、陈清河等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丰裕公社毛

公桥刘家庵，是中共浏阳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孔庙大成殿是中共浏阳县第一次

党代表大会会址和中共浏阳县第一届地方执行委员会诞生地，七宝山公社豆田大队狮山

庙，是浏阳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址和浏阳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产生地，东门集镇和白沙

集镇，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两战两捷的J日址；白沙公社的上坪，是毛泽

东同志主持会议作出文家市会师重大决策的会址，文家市是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的地

方，又是红一军团全歼敌人一个旅的战斗故址，永和镇是红一方面军诞生地，东门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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