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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 吉
刖 青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是地图不可缺少的要

5素，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和国际间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叫法和书写

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

国际声誉和民族团结，而且关系到交通、邮电、新闻、出版、文教、

民政、测绘和国防建设及外事等部门的使用。因此，地名标准化工作是

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口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帝国主义趁机掠夺我国的宝贵财富，利用各种手段窜入我国国境，刺

探我军事、经济情报7非法测绘了我国大量地图，恣意篡改我国地

名，这就使得我国地名不仅在叫法上有着帝国主义者强加于我的侵略

名称，而且还造成了地名的混乱。近百年来，在用罗马字母拼写中国

地名方面，帝国主义分子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和习惯，随意搞了各式

各样的中国地名拼写法6其中以“威妥玛式"(威妥玛，1 841年随英

军侵入我国，曾任英国驻华大使馆公使，于1 867年出版一部《语言自

迩集》，该书中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方式，称为“威妥玛式’’)使

用较久，影响较大。威妥玛拼式以旧中州音为依据，与北京音不一，

表音不准。同时，他用许多附加符号区别发音，由于附加符号经常肮

落，造成大量音节混乱。既不正确，更是有损于我国民族的尊严。

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很重视地名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曾发布和审批

一系列清理、更改地名的文件。并明确规定，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

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的统一规范，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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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法，这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建国三十年来，我县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人民公社

的建立，以及区域的多次划分和调整，交通线的延伸，科学考察工作

的深入，、新的地名大量产生，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

乱改地名之风。因此地名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

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今年元月至八月，我县根据国务院、中国地

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

的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办试点和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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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县地名进行了一次

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达到名实相符，图、表、卡、文一致，做

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不仅为建立桃江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

料，还编辑出版了《桃江县地名录》。

《桃江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我县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

成果。这次普查的范围，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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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普查。

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

通过协商解决界山、界河和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地理实体的归属

问题，充分利用典籍资料，同实地调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做到层层

把关，不重不漏，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

处理，这次我县更名的公社1个，更名的大队129个，恢复和新增的大

队8个，新增居委会1个。并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1464条,删减

地名197条，勘误地名1398条，金县地名总计为4782条。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别全部袁列化。属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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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自然村的7109条，自然地理实体235&，人工建筑物354条，企事

业单位640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57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

了卡片1 789张。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

观表现形式。本《地名录》以区、镇为单位，分别绘制新的1：5万地图

共11幅，分装在各区扉页处，绘制l：l 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1幅，订

装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镇、社四级

行政单位和著名的草命纪念地、名胜古迹、重大建筑工程共撰写概况

1 23篇，其他各类项目，择其重要的，则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

说明。图片撰文56篇。文字体例，尽量做到一致。方位：县以省境定方

位，区以县境定方位，公社以区境定方位，并注明四抵。面积：总面积

以平方公里合亩计算，山、水、田、林、路、村庄则以亩积为单位。

名称由来及含义：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而

又合情合理者加以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同时记述两种以

上说法。引用数字：均以这次地名普查中，按1 980年1 2月31日止所报

数字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

字用百分比。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本《地名录》编排形式，装帧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照片．．

金县总图，然后按目录、全县概况和行政区划、自然村等各类依序编排。

中间主要部分为地名分类表列式，唯纪念地、名胜古迹一类，则以照

片附说明为其主要编排形式，卷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

照表，恢复和新增的大队名称表，城关镇街道命名表，县、区、镇、

社基本数字表，方言用字说明，公社、大队名称笔画查字表，县地名

办22作人员名单和编后记。全书共534个版面，60余万字。 ／

，

I



《桃江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

将告结束。今后，各区、镇、社、大队；各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地名，一律

以此《地名录》为准。凡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必须

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严格履行报批手续，不

得擅自决定。

桃江县地名普查和《桃江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地

名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兄弟县、市地名普查办同志的帮助下，在县

委、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进行的。对于他们的亲临指

导，热情关怀，诚恳帮助，致以深表感谢!

地名普查与《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时间

短促，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有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

们指正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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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县政府驻地一凤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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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概 况

桃江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资江中游和闻名中外的桃花江畔。东

邻益阳市、益阳县，南与宁乡县交界；西抵安化县；北与常德、汉寿

县毗连。地处东经11 1。387一11 2。1 57，”北纬28。1 37—28。41 7。

全县总面积为二千零六十平方公里，折合为三百零九万亩。其中

水田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亩，旱土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亩，林地一百八十

万亩(其中宜林荒地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九十九亩)，水面三十一万

亩，其它三十三万二千五百亩，概括为： “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

路加庄园"。辖十个区、三个镇、四十七个公社、七百六十八个大

队、六千二百八十一个自然村。

一九四九年全县有六万七千七百户，四十三万九千九百人。一九

八O年共有一十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一户，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五十六

人。属汉、回两族。 ．．

桃江县古属荆洲之域，春秋、战国时属楚地。自秦隶长沙郡置益

阳县后，桃江属益阳县的一部分。到西、东两汉、三国、两晋、南北

朝、隋、唐、五代，其郡变更多次。宋、元、明、清，郡改为府。益

阳先属长沙府，后属常德府。桃江一直属益阳县辖。

桃江实名桃花江。据《益阳县志》载： “资水所径昔居人种桃夹

岸因名。刀桃花江原叫杨柳溪，又名獭溪。为什／z,叫桃花江呢?这中

间有两个美丽而动人的传说。相传在南北朝时(公元四百二十年一四
百七十九年)，有一个叫潘子良的人，在今县城西南二十八公里处

的一个悬崖峭壁下的洞中炼丹修道，后来他成仙走了，人们就把他炼吕√·



丹的地方取名子良岩。他炼丹用过的井水变得格外明净。有一天，桃

花仙子驾着一朵粉红色彩云在空中漫游，忽然被这口井反射的光芒吸

引住了。她连忙降落云头，站立井旁，面对着湛蓝如镜的井水观赏自

己婀娜的姿容。这时，井里的泉水不停地向上翻腾着晶莹的水波。桃

花仙子看了非常兴奋，便把插在发髻上的一朵桃花丢在水井里。谁知

桃花在水井中一变十、十变百，一会儿满井都浮荡着桃花，朵朵桃

花随着井水泛出井1：I，顺流而下，使整个溪流中都飘浮着粉红色的桃

花。从此，人们就把这12井取名桃花井，这条溪也就取名为桃花江。

另一传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七月七日，天上鹊桥相会。王母娘

娘有一侍女往南天门观望，见牛郎织女情深挚切，春心一动，欲思下

凡，忽见杨柳溪旁的打石湾里有一年青石匠正在挥锤凿石，长得一表

人才，十分英俊。她急驾彩云，降落石匠身旁。小石匠父母双亡，家

境非常贫苦，为人忠厚善良。经侍女一说，二人结为夫妻，情深恩

爱。王母知道此事后，拍案大怒，速派天将捉拿。天将捉拿之日，正

是侍女临产之时，生下双胞一男一女，夫妻抱头痛哭，依依难别。

侍女临走时将头上一对玉簪取下，送给丈夫，嘱他把玉簪插到两岸。

后来，石匠依嘱行事，只见玉簪变成桃树万棵，结满了白桃、水蜜

桃、蟠桃、羊12桃，还有黑桃。每到春天，两岸桃树开着粉红、深

红、红白相间等各色花朵，宛如五彩云霞，飘落和倒映在碧水之中，

与婆娑绿柳交相辉映，使大好春光，更加明媚。每到夏季，枝头鲜桃累

累，白里透红，鲜美可I：J。当地人们不仅称杨柳溪为桃花江，远近数

百里也被誉为桃花江了。传说那位石匠后来将儿子取名恩桃、女儿取

名思桃。从此，他以种桃为主。两个儿女长成人后，也象母亲一样美丽。

桃花江闻名中外，主要还是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较有名

气的作曲家黎锦晖先生所作的《桃花江是美人窝》一歌9

2



据(民国三十八年)益阳县行政区划图：桃江属益阳县桃江区的桃

林乡(桃谷山)、舞凤乡(舒凤、九峰、瑞龙，三山)，马迹塘区的碧螺乡

(鸯笋埠、武潭)、九岗乡(马埠)；桃源区的桃轹乡(子良)，志源乡(大桥)。

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桃江得到解放口'-3年八月三日益阳县城和

全县解放。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由益阳县分开，新建桃江县，成立

了县人民政府和区、乡人民政府权力机构。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将

十个区划为四十七个乡镇。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撤乡镇，建立

一十二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调整为十个区，四个镇(后相继撤销灰

山港、三堂街镇)，四十七个人民公社。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成

立桃江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桃江县人大

常委会，桃江县人民政府。一九八O年十二月恢复灰山港镇。

县内西南、西北多山，地势较高，东北面较为低平。全县平均海

拔二百米左右。境内山脉纵横，河川交错。资江两岸有多处冲积平

原，河与河之间山丘起伏，形成以丘陵为主的地形。

县内主要山脉分成四支。正西山脉由武陵三尖山南伸至安化寨子

岗入县境形成天池山。天池山因山峰陡峭，山台耸峙，中凹若圩而得

名。由天池山脉左纵右横，千支百出。往西北延伸有紫云山孤峰矗

立，形如人头，俯瞰群山。有黄云山，相传有骑龙跨鹤二仙栖其山之

顶端，常见黄云覆盖，又称灵山。有紫阳山，传说是紫阳三仙姑的修

澳处。紫阳余脉延伸而下有九岗山。九峰如削，屹立泥潭津上。西南

』山脉由宁乡大沩山北走入县境，自松木塘区黑烟洞的猴家大山(海拔

九百一十七点五米)起至天瑞山、露尖山，七尖山、云夫山、飞凤

山、经子良岩，止于雪峰山，曲折一百二十余公里，为桃花江、板溪、

／ 锡溪，志溪河分水之脊。正北山脉由太常山延伸至明灯山，经龙牙

／ 山、黄旗山，乌旗山、舞凤山逶迤九十余公里至修山口此山峻峰如



削，卓立江滨。东边山脉有半边山至拱头山，象一字横贯县境伸延南尾

与雪峰山余脉相连。唯有浮邱山巍然挺立于县境之中，海拔七百五十

二点四米，面积五十三平方公里，峰峦倚伏，亚于南岳，上有四十八

面峰，远望若浮，近看似丘，古时被称为楚南名山。

县内主要河流有资江及其支流泗里河、沾溪、桃花江(又名獭

溪)、志溪河。资江从安化县入境，自西向东流经天湾、龙溪、马迹

塘、武潭、大栗港、三堂街、修山等地，过县城去益阳，长一百公

里。沾溪由源于天瑞山、露尖山、七尖山的玉溪、板溪、锡溪、白水

溪汇合而成，象紧紧沾在一起，故名沾溪。括溪流经板溪、鸬鹚渡、

伍家洲，沾溪四个公社，长三十公里，于沾溪桥口入资江。桃花江发

源于桃江与宁乡交界的城墙山下，进入子良岩后才叫桃花江。它横贯

桥头河、衫树仑、桃花江，桃谷山等七个公社，全长五十八公里，穿

过县城，注入资江。志溪河从宁乡县入境，经灰山港区，蜿蜒曲折，

长三十公里，出益阳县与资江相汇。
‘

全县位于中亚热带的北缘，大陆度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干燥度零

点八八，属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夏热冬冷，四季分明，春温多变，寒

潮频繁，雨季明显，夏秋多旱，热量丰富，生长季长，全年平均气温

在十六至十七度之间，县境东南较西南稍高。七月最热，一月最冷，．

春秋适中。县城年平均气温为一十六点六度，最高气温为四十度，最

低气温为零下一十五度。全年日照时数为一千五百八十四小时，午总辐
射一百零一点六千卡／(厘米)2。全县各地年平均降水量在一千四百

至二千毫米之间，西南部多，东南部少。春季的降水变率小，无明显

的早涝，而夏季的降水率达百分之五十四点八，由于六至八月降水量

占全年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一，因此，夏季常常出现局部性的干旱和洪

涝灾害。全县各地年降水日数在一百四十至一百七十天之间，以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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