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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的I它是识别不同地域和

各种自然地理实体以及人们活动场所的符号。地名和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化建设和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历代史志中。大多载有舆地方面的资料，宏

篇巨著，流传广远。地名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推移，它也不断地发展和变革。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对地名工作十分重视。但在十年内乱中，地名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地名混乱，无所适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个领域中

的拨乱反正，地名的整顿工作也在全国展开。

我县遵照国务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的精神，在县政府、地名委员会的领导下，

在江苏省、镇江地区地名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从一九八一年三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了地名普查工作，至九月中，提出了图，表，文、卡四项成果，并且办理了部份公社、大队

及城镇街道的命名、更名审批手续。其后，根据上级验收意见，又作了局部校正，基本达到

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今年在普查资料的基础上，按照省颁统一提纲，编辑出版

<(江苏省漂水县地名录》，作为江苏省地名录的一部份，为各有关方面提供一本地名工具

书，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共收集标准地名二千三百五十条，每条地名均加注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

大部分标准地名的来历、含义及地理特征等，简要作了注解，在以录为主的原则上，适当增

加了志的内容，使它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地名录的出版，纠正了长期以来地名混乱的现象。今后，各行各业，各部门要加强对地

名管理工作的法制观念，使用地名时，应以地名录中所列标准地名为准，不能随意更改、生

造。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305号文件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履行法定的审批手续。

本地名录所收集的标准地名中，没有收入不具有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名

称、细小分散的塘坝名称和实际已不存在的旧巷废村的名称。

本地名录中所附地名图的行政区划，系参照旧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绘制，仅为示意，不作

为划界依据。

本录所用数据的时间性，一般截至一九A-"年底。出版前，对各公社人口数，按一九八

二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作了调整，个别场圃的隶属关系也按当前情况，作了修改。

地名工作涉及面很广，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由于我们的思想

政治水平不高和地名知识贫乏，书中的脱略与讹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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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水县历史悠久。据县志记载：公元前541年(东周景王四年)，为吴国之濑渚邑。

春秋、战国时期，因地处吴楚边境，隶属多变，邑治屡迁，地名随之更改，在吴名陵平，在

楚为平陵。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平陵为溧阳县，属鄣郡，此县治之

始。两汉沿称溧阳，三国时属东吴，黄武元年，析溧阳东境置永安，晋改永安为永世，与溧阳

并存。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691年)，析溧阳西北境及丹阳(今江宁县小丹阳)故地东

部，置溧水县，属蒋州(今南京市)，为今县名之始。开皇十八年饼溧阳入溧水。唐武德三

年又划溧水东部为溧阳(由此两县永分)。两宋因之。一元成宗时升为溧水州，至明洪武二年

仍改为县。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析溧水西南境置高淳县。其后历明，清、民国，

政区无大变化，隶属也相对稳定，明属应天府，清属江宁府，民初属金陵道、后属第一行政

区。抗日战争期间，属茅山根据地的一部份。先后在此建立过溧高、横山、江旬溧等抗日民

主政权。解放后，为镇江地区辖县之一。1966至1969年间，西北县界略有变更，柘塘，石湫

两公社与江宁县之间的大队调整，互有进出，其余仍旧。

县名之来历传说不一。其一说，溧水古称濑水(又名厉湖、陵水)，系古水道名。吴语

濑，厉，陵、溧四音相近，至秦以溧名县，溧盖濑，厉之音转。考濑水即今高淳境内之胥

溪，溧水故城即在濑水上之固城镇，古名濑渚邑。(《说文》；“水出丹阳(郡)溧阳县"

又洲名，山谦之<<丹阳记》： “江宁烈洲，吴旧津所也，亦日溧洲。")另一说t县名来源

于溧山(一作栗山，以其形如栗，故名。)在今高淳县东四十里。明天顺间，吴祭酒撰《公

字记》谓：“以溧阳名县，义取在溧山之阳"云。一般以前说为据。

溧水县受宁镇及茅II|余脉，山丘连绵，全县丘陵山区约占总面积的78％，海拔200,---,300

米的较高山峰有东庐山、秋湖山、回峰山、双尖山、无想山、芳山、浮山、横山等，丘陵岗地

一般海拔20---,50米。总的地势是东南高，西北低，但山圩交错，起伏不一，地形比较复杂。

境内河流较少，主要有溧水河的三个分支(一、二，三干河)、天生桥河、新桥河，及云鹤

支河，分属秦淮河及石臼湖两大水系，北流归秦淮河，南流入石臼湖。

境内丘陵山区大部为沙壤土及黄泥土，平原圩区多粘土及粘壤土。气候比较温和，年平

均气温15．4。C，一月平均气温2．1℃，七月平均气温28．4℃’平均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上

下I无霜期230天左右。

l



本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山林，矿藏、水面，分布很广。全县现有林区约三十万亩，其

中国营林场有八万多亩，余为社队集体经营的林场及林业队。大多以用材林为主，有松、

杉、栎，毛竹等，经济林有桑、茶，果树、油桐、油茶、板栗等。原先大面积的荒山秃岭，已

大部营造绿化。此外有部分草山、草原，可以发展牧业。在矿藏的开发利用方面。已开采和

正在开采的有褐铁，镜铁、铜，铅，锗，铝、锶、铀、硫、磷及天青石等，据现有勘探资

料，一般蕴藏量皆不大，比较分散零碎，仅适宜作小规模开采，石灰岩出露较多，近年大量

开采用作石灰和水泥原料、冶炼熔剂及建筑石料。全县水面有二十五万多亩。湖、河、水

库、塘坝，大都结合水产养殖，年捕捞量在三百万斤左右。山区河流和较大水库，有一定的

水能潜力，近年正陆续开发利用，已建小型水电站七座。

全县共有耕地四十七万余亩，其中水田三十九万余亩，早地八万亩。粮食作物有稻，

麦、大豆、薯类及少数杂粮，以稻麦为主。1982年粮食总产量四亿三千万斤。经济作物有棉、

麻、油料，糖料，香料等，1982年生产皮棉三百四十多万斤，麻类六十九万斤，油料二千六

百多万斤。全年农业总产值(包括林牧副渔业)一亿五千六百万元。

由于地形特点，历史上旱涝迭见，旱多于涝。解放以来，持续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加

高加固堤防，疏浚排引河道，先后建成大小水库一百零五座，总库容一亿七千多万立米，其

中兴利库容约九千万立米，灌区面积二十二万余亩，另有塘坝三万七千多个，正常年份可蓄水

一亿二千多万立米。全县现有排灌机械五千九百多台，八万一千马力。近年为了从根本上解

决东南丘陵山区水源不足的问题，兴建了一座大型提水站——秋湖提水站，提水能力15立米

／秒，扎根江湖，引提上山，补给县境东部及旬容、溧阳相邻部分共二十七万多亩耕地和山

林的灌溉水源，为大幅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有利基础。

本县解放前工业薄弱，仅有少数作坊和手工业。解放后，特别在七十年代，陆续兴建了一

批县、社工业企业。现有冶金、机械、森工、化工、建材、纺织、轻工，医药等业，全县至

1982年底，共有县、社工矿企业单位二百四十七个，总产值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其中全

民所有及县属集体企业七十三个)，主要产品有生铁、铸铁管、铜精矿，碳酸锶，合成氨、

农机、电机、活塞环、电子器材、水泥、石灰、油漆、棉布、裘皮、丝织品、机制纸，纤维

板等。其中以碳酸锶、水泥、铜精矿、天青石等比较著名。

解放前，全县仅有武溧，京建二条公路，水运量很小，边远山区靠独轮土车和肩挑牛

驼，极不方便。现在公路四通八达，其中晴雨通车的有十一条干支线，境内里程一百七十五

公里，此外尚有土公路多条，与干线联结成网。县内各公社，都通汽车，新近又增加了农村

公共汽车，行旅称便。内河航道里程一百一十二公里，其中一千河、天生桥河及新桥河中下

段，属于六级航道标准，500吨船队可驶向南京、当涂、高淳、芜湖等处。邮电事业发展很

快，除电报及长途电话外，1978年县城改用自动电话，部分大队有农村电话，邮递及报刊发

行业务也有很大提高。

解放以来，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全县现有中学三十九所，小学四百四十五所，在

校中小学生六万四千余名，教职员工三千四百余人。县城设有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剧

场、影剧院，工人俱乐部、电视差转台，儿童图书馆、灯光球场等，各公社皆有文化站、放

映队和简易影剧院。全县现有县医院、中心卫生院、公社卫生院十九所，各大队皆设有合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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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重点企事业单位有自设的诊所，全县共有医护人员五百七十余人，病床六百余

张。

县内原有名胜古迹多处，如“中山八景”(注)，历代园林建筑，古墓寺宇等。由于屡建兵

爱，存者无几。现尚存者有城北的永寿寺塔，城西的天生桥，乌山公社的宋瑛墓，渔歌公社

的蒲塘桥，皆系明代建筑。较古老的有东汉石碑(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已送至南京博物

院保存。此外，如石漱公社上方寺的“孙井一及唐朝银杏，洪蓝公社无想寺摩岩石刻及南唐

韩熙载读书台遗址，城郊公社唐代崇庆寺及斜塔的遗址，云鹤公社的“自石金井一(唐代大

诗人李白曾有题咏)以及东庐公社的“洞壁琴音”等，因一向无专人保护，有的已渐次湮

投，对少数幸存者正采取维护措施。1977年，在白马公社回峰山北麓挖掘的神仙洞内，发现

了距今一万年以前的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对江苏境内古人类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资

科。

革命纪念地有近郊的中山烈士墓、石湫公社望湖山烈士墓及白马公社大李巷新四军党训

班旧址、云鹤公社里佳山烈士墓等。

注：“中山八景”指：珲岭神灯，

尼潭烟雨，

芝山石燕，现峰耸翠，金井涌泉，

洞壁琴音，东庐叠城，白湖渔歌。

古塔春晖(本刻) 李新培作

固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包括镇、公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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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

山与洪蓝

二点五公

城镇

数回，蒙

城乡，解

载。

在地

平。早先从城东东庐山一带的来水，绕经城北流往沙河方向，夏秋之际，山洪下注，河流湍

急，低处受淹，入冬则低落成细流。一九五八年，在上游兴建了中山水库，蓄洪灌溉，兼供

城市居民和工业用水，对城镇人民生活，工业发展及治安方面，都带来很大方便。在交通方

面，一干河及天生桥河经过整浚后，水运可以通往南京，芜湖等地(目前尚受一定的季节限

制)．陆运有宁望，宁溧，溧老、常溧四条主要公路，分别通往南京、镇江、常州，溧阳，

无锡，高淳和安徽的芜湖、宁国等地，以及县内各个公社，为全县交通枢纽。

在城镇范围虽小，但历史悠久。据((溧水县志》记载，县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

(公元591年)。自隋，唐至今，一直为县治所在。lIt城垣呈椭圆形，设有六个城门，周长

五里，高三丈，现已拆除。解放以前，城镇历遭战火破坏，面貌残破不堪。解放后获得新

生，经过历年修建，气象已非昔比。城镇的主要街道已陆续拓宽裁直，铺筑了水泥路面。电

灯、自来水，电话等公用事业由无到有，从小到大。现有县，镇工业企业单位四十多个，主

要有机械、电器，冶金、纺织、化工、建材、食品、服装等行业。机关、团体、教育，卫

生，商业、文化和居民住宅区建筑，都有较大发展。
‘

位于近郊的蔬菜大队，面积四百余亩，全年蔬菜上市量约六百万斤，牛奶场基本满足本

镇需要，水产、禽蛋、肉类的供应，也较丰富。

古迹有永寿寺宝塔一座，位于宝塔路西侧一千河畔，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八面七层，

高约三十米，系当时知县徐良彦倡建，历经兵燹，屡修屡毁，至清末再次焚毁后，现仅存塔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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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城镇)

标准名称 汉语拚音 备 注

巷

6

溧水县

在城镇

通济街居委会

东门居委会

南中街居委会

状元坊居委会

在城蔬菜大队

交通路

宝塔路

珍珠桥北路

珍珠桥南路

中山路

毓秀路

庆丰路

望京街

通济街

中大街

小西门街

大西门街

小东门街

大东门街

永昌巷

双塘巷

庙巷

荷包巷

实验巷

高平巷

西河沿

东河沿

分龙岗

LTshuT×lan

Z61ch6ng Zhen

T8ngjTJl百J0w吾IhuT

Dangm6n J0w吾JhuT

N6nzhSngJl百JQw百JhuT

Zhuangyu6nf石ng

JOw吝ihuT

ZaIch吾ng Shocal

DaduT

JlaotOng LO

Baot6 L凸

Zh百nzhoql60 B吾IIa

Zh百nzhoql60 N6n10

Zhongshon Ld

Yilxiil L0

Q?ngf百ng LO

WangJTng JI百

TSngJT Jl百

ZhSng DajI百

×160×Tm百n Ji百

D6xTm吾n Ji百

×i石od6ngm6n J16

Dad6ngm6n—JI吾

Y6ngchong X16ng

Shuangt6ng Xiang

Miao Xibng

H否bao Xiang

ShTyan Xi6ng

Gaopi．ng Xiang

×Th6yan

DSngh百y6n

F6n16nggang

县城所在地．揖用原在城乡名．铁政府驻地中大街83号．

以辖区内主要街道通济街命名．

以辖区的主要方位命名．

辖区主要在中大街南段．(旧称南中街)．故名．

辖区内旧有状元坊，历久成为该区片的代名．

镇属大队，由集体菜农经营蔬菜，故名．位于小西门

外．

路在城北新市区内．以I骨路大部为交通运输单位．放
名．

此路通往宝塔方向。故名．

此路位于城东珍珠桥以北．

此路位于城东珍珠桥以南．

此路由南门经弯子口通往中山方向．放名．

拊用历史名称．取。蕾夏辘秀。之意．
。

此路通往城郊庆丰大队．故名．

沿用古望京街名．取由此北行．南京在望之意．

沿用历史街名．向为县城繁盛地区．概取衡行通达．人
口济济之意．包括原牛场口．

旄贯新马路．北大街．南中街三爱为一条大街．以位于
城内中心．故名．

沿用历史街名，原以城门方位得名．

沿用历史衡名．原以城门方位得名．

j爵用历史街名．原以城门方位得名．

沿用历史街名．原以城门方位得名．

以此巷穿过永昌桥。放名．

以巷北双塘命名．

从前巷内有一东岳庙，放称庙巷，沿甩旧名．

俗呼荷包袋。现改以巷名．

以巷内实验小学命名．

以巷内旧有高平书院取名．

位于小东门桥以西．一千河北岸河措，故名．

位于小东门桥以东，一干河北岸河沿．教名．

以巷东分龙岗得名．



居民区

村

区 片

小东门巷

白酒巷

后巷

红花巷

盐仓巷

方塘巷

永安巷

寺桥巷

新建巷

财贸新村

西坛新村

县前新村

工业新村

施家场

张家村

葛家村

马家园

东门口

弯子口

状元坊

三眼井

X160dSngm(}n X16ng 以位于小东门内·故名·

Bfiljl五Xlang

H6u Xl(3ng

H6nghuO Xl右ng

Y6ncOng XIc§ng

FOngt6ng Xlong

Y6ng’石n Xlang

Srql60 Xlang

XTnjlan Xlang

C61mao XTncQn

×Tt6n×TncOn

Xlanql6n×TncOn

GSngye Xi"ncQn

ShTjlOch6ng

ZhOngJlacOn

G吾jiOcQn

IV]石jiOyu6n

Dsngm吾nkSu

Wanz{k6u

Zhuangyu6nf石ng

SOny(己nj Tng

{丹用历史巷名．

精用历史巷名．因位于中大街的后面得名．

俗呼老街头．今后巷内将以幼儿园为主体．故名．

巷内以前设有盐仓，沿用旧名．

以巷内方塘命名．

沿用历史巷名．

古肘由此通往万寿桥．到开稿寺。故名寺桥巷。沿用历
史地名．

以巷内皆为新建职工宿合殛居民区，放名．

位于北郊，为县财贸系统所建新村．

位于大西门外西坛附近，新建居民新村．

位于县攻府对面的机关职工宿舍区．

位子分龙岗路南，县工业系统所建新村．

以姓氏得名．从前此地是庙会练武场．

以姓氏得名．位于小西门外．

以姓氏得名，位于小西门外县化工厂西酋．

以姓氏得名．

以在县城大东门口得名．

j野用历史地名．位于大东门外大路转弯处，为交通日·

在城内南北大街与东西大街交叉路口，原有状元坊．沿
称为区片地名．

在北门外通济街与中大街交叉路口，11t有三眼井．为市
区交通要冲．沿称为区片地名．

7







白马公社概况

白马公社位于溧水县城东南，溧老公路线上。东与溧阳县交界，西与本县东庐，晶桥公

社相邻，南与云鹤公社接壤，北是共和公社及县茶场，面积九十三点八平方公里(包括县茶

场、及林场的一部份)，呈心脏形。四周有花山，狮子山，回峰山，曹山、芳山，观山，陈

山、白虎山等，迤逦环抱，属丘陵山区。行政区划：清朝隶属白鹿乡。解放前为白马乡，洞

壁乡，白龙乡、笠帽乡。解放初期分属一区的白马，邂峰、观峰、洞壁，笠帽等乡及二

区马占乡的一部份，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为自马乡。一九五八年成立白马人民公社，驻地白

马桥。一九六一年将南部尤赘、曹家桥、李巷、石头寨、大树下、张家山六个大队划出，成

立退峰公社，一九六六年迥峰公社撤消，仍合并到自马公社。

全公社耕地面积三万五千八百亩，其中水田三万亩。划为十三个生产大队，一百七十八

个生产队。一个自然镇，一百零七个自然村，总人口二万二千三百余人，汉族。其中非农业人

口四百余人。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主要产稻，麦，油菜，棉花。此外有蚕桑、茶，桐油，

林木等。解放前，土地贫瘠，水利条件差，农作物产量很低，人民生活贫困。解放后，兴建

了水库九座，总库容六百零四万立米，兴修电灌站十三个，改善了灌溉条件，农业产量连续

增长，一九Jk-"年粮食总产量三千一百五十万斤，油料二百九十万斤。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近年来社队工业也发展很快，一九七一年以后，陆续办起了采石

场、水泥厂、水泥制品厂、灯泡厂、针织厂、农机修配厂，电器厂等社办工业，现有职T'_--

千一百多人，各大队也有规模不等的队办工业，一九A-年社办工业总产值四百三十余万

元。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解放前没有中学，

现有中学五所，小学三十四所，教师二百二十人，在校学生四千多人，公社设有文化站，

简易剧场，和电影放映队。有县属中心卫生院，各大队都设有合作医疗卫生室，代购代销

店。

陆路交通线有溧老(溧水至溧阳老河口)、自袁(自马经朱家边至袁巷)，白曹(白马

至曹家桥)三条主要公路，均由县管，各大队之间基本上都有土公路相通。

本公社李巷、岗巷一带是革命纪念地。一九三八年，新四军二支队老四团在此举办过军

政训练班。～九四五年初，日寇在张家岗一带扫荡，被我新四军围困二十小时后全歼。古迹

有神仙洞，位于回峰山北麓，一九七七年，从洞穴堆积中发掘到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多

种，原物现存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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