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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 9 7 9)3 O 5号文件《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地名普查若

干规定》的精神编纂而成的。这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在福建省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中共永定县委、县人民政府直

接领导下，我县于一九八O年十一月开始，组织力量，．依靠基层，在

金县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一年来，通过宣传发动 ．

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反复核对查实，，在完成地

名普查的基础上，对资料加以整理、’审定后，编纂这本地名录。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按照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的原则，认真

清理地名上存在的问题，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爿文

革一中被任意改变的地名恢复过来，把原来l：5万地形图上标错的

地名更正过来，把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重名(主要是大队重名)，

以及一些需要命名、更名的地名，通过干部群众讨论协商，报送县’人

大常委会审议和县人民政府批准，作了新的命名，更名。为了尊重广

大人民群众的习惯叫法，’历史沿用至今能地名，基本上没有变动，以

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

《永定县地名录》分为行政区划和自然村，行政企事业单位和专

业场站，重要的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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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附录等七个部分。共汇集了金县各类地名三千三百_十九条，其

中行政区划名称和自然村名称二千零八十二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二

百五十三条，人工建筑名称四百七十九条，主要行政、企事业单位名

称四百五十九条，革命纪念地名称二十九条，名胜古迹名称十七条·

为了更好地表述，在地名录中，采取文、表、图并列。文，编写了

县、社概况和等类主要地名、单位概况六十一篇；表，把所编入的地

名分类歹l】表，注以汉语拼音，并分别列有所在位置等内容；图，绘制，

有全县各公社、。农场、城区地名图十八幅，并配合文字拍摄部分有关

照片。

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加强政权建设，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

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国际交往、国家的经济、1．

文化、国防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各行各业都有

密切关系．地名录的编纂，又是为四化建设提供标准地名资料，为今

后编纂地方史、志打下基础。我县还是一个侨区，地名录的出版，也将

为旅居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访友提供方便。

《永定县地名录》收集的地名，截至一九八一年十月。地名录中

所引用的数字是根据县统计局汇编的《一九八O年永定县国民经济统

计资料》中的统计数字。在正式付印前，曾将初稿送有关单位和同志

讨论修改，征得了许多宝贵意见，并经县委、县人大常委和县人民政

府领导审核，报地区和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审批出版的。因此，各行

各业在使用地名时，应以这本地名录为准，今后，’如有特殊原因需要

改变某个地名和新地名命名，+应按国务院(1 9 7 9)3 0 5号文件

规定，报请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更



改地名。为了便于广大干部群众熟悉地名管理的有关规定，我们在

曩附录·中刊载了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县人

民政府《关于部分地名命名、复名、更名的通知》，使地名工作能更

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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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县地处福建西南部，．博平岭山脉西麓。‘东连龙溪地区的南靖

县，东南与平和县交界，西南与广东省的大埔县，梅县接壤，西北和

上杭县相连，东北与龙岩市毗邻。位于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五分

一·百_十七度五分，北纬二十四度二十三分——二十五度五分之
间。金县总面积二千二百九十平方公里，南北长七十九公里，东西宽

六十七点五公里，划分为十五个公社，二个国营农(烟)场，二百四-

十九个生产大队，三千四百八十四个生产队，共有一千八百八十八个

自然村，六万五千九百六十六户，三十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人(其中非

农业人口二万零一百三十六人)。均属汉族，讲客家话，靠近龙岩和南

靖边境的人民兼会讲闽南话和-金字学·(属闽南语系)。县城设在．

城关龙岗，又称凤城。 ，．

一

．

永定在晋朝时属新罗县地，唐大历四年(公元7 6 9年)前，_属

龙岩县地，今之湖雷设过龙岩驿。．后为上杭场属地，直隶汀岁时。上杭

场驻地原在湖雷下堡(今永定湖雷公社所在地)，南唐保大十三年(公元

9 5 5年)，搬迁到秋梓堡(今高陂公社北山大队)，据《永定县志》

记载，当时机梓堡是“筑木栅为城，今废濠址尤存··今北山大队还

留有·西门排一等古代的地名0宋淳化五年(公元9 9 4年)，上杭场

升上杭县，永定仍为上杭县属地。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 9 6年)，上
‘

杭县城从永定秋梓堡搬到上杭．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 4 7 8年)，



统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析上杭溪南、金丰、太平，胜运、丰田

等五里十九图设县，取名永定县．建县至今五百余年。公年l 9 4 0

年，原属国民党政府龙岩专署的特种区峰市纳入永定县管辖；一九五

一年，原属乎和县管辖的湖山也划归永定。疆域遂稍扩大。

永定县是我省主要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

在一九二六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湖

雷、金丰．溪南，太平等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武装暴

动。六月三十日，张鼎丞等同志根据永定县委的计划，动员、组织了 ．

三j四千名以铁血团为基础的革命群众．一度攻入县城。这是我县历’

． 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群众陆武装暴动，即-永定暴动-．暴动后，队伍

即转入农村，组建了我省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实

行土地革命，在闽西首次分配土地。一九二九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

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解放永定县城，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同年八

——十月，毛泽东同志再次来到我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指

· 导革命斗争．十月下旬成立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使全县一十四万六千

二百名农民，分得了二十九万七千七百二十三亩土地；全县有一千三

百二十三个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力 、

红军长征后，永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

四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我县西溪赤寨村成立；一九三七年抗战爆

发，我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
一

．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地对革命老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摧残，但

我县人民不畏强暴，紧紧依靠党，在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的领导下，

坚持斗争．建立了二百三十七个革命基点村，老根据地遍及全县，红



不倒，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永定解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永定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自革命暴动以来，至一九四九年

止，全县被毁村庄一百五十三个，被杀害群众四千二百一十一人，牺一

牲的革命烈士四千四百三十四人，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永定又是我省华侨较多的县份之一，海外侨胞、侨裔有十万人左

右，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全县归侨．．侨眷约有九千一百多户，六

万八千多人，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五，下洋、湖坑、古竹、岐岭

四个公社华侨较多，其中下洋侨眷占该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永定县属丘陵山地，谷地平原少。地势从西北和东南向永定河谷

地倾斜，县内山峦起伏，沟壑密布，地形复杂。西北部为玳瑁山脉的

南段，以中低山为主，山岭崎岖连绵，山脊呈北东走向，从东北向西

南倾伏于汀江河谷，成为汀江支流黄潭河和永定河的分水岭，境内最

高山峰为灌洋与龙岩交界的赤岩头，海拔一千五百四十七米，其次是

蒙公山，海拔一千五百三十九点四米，茫荡洋，海拔一千四百四十七点

二米。东南部属博平岭的西坡，以中低山为主，平均海拔五百——六百

米，同时，千米以上高山也不少，如仙洞，海拔一千五百三十点三米，金

丰大山的主峰天子岽，海拔一千二百九十六米，九十九岽，海拔一千三

百二十二点二米，还有锅子岽、马石山，王寿山、飞天马、观音座莲

等等。山脊走向北东，镶嵌有岐岭，竹联i奥杳等山间盆地。中部由于

永定河在复式向斜的基础上，顺著断裂下切侵蚀、形成河谷低山丘陵

地，其问有高陂大甲圩、坎市，湖雷、永定等串珠状河谷侵蚀盆地，

以永定盆地为最大，长约五——六公里，宽约一——二公里，面积八平

方公里左右。本县地质构造复杂，北部为著名的龙岩山字型构造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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