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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地物的标志和记号，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提供准确的，

标准化的地名资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地名

工作一系列文件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我们从1981年开始．经过为期两年的深

入细致普查，取得了较为完整的地名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以前一些重名地名、名不符实、

用字不当、讹错遗漏之处都作了尽可能审慎的、翔实的订正，对现行各种标准名称及其隶属

关系和历史沿革加以说明，并配有古今地图22幅，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土特产等照片20余

帧，撰写了概况材料20篇，汇编成《黎川县地名志》。这是我县有史以来较为完善的地名典

籍，可供党政机关、军事，外事，公安，民政，城建、交通、邮电，测绘、旅游等部门及人民日

常交往使用标准化的地名提供依据，同时使读者了解我县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

民俗的概况和特征，从而进一步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志，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l、本志收录各类地名1616条，其中l村(分场，居委会)129条，自然村(片村)1376条，

行政企事业单位42条，人工建筑25条，自然实体78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8条，对每条

地名均加了拼音，并作了简要的说明。

2，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规范化，法定化的标准地名，今后各方面使用地名时，都应

以此为准，如果特殊原因需要更改补充时，须接管理权限办理批准手续。

3、本志地名均按地名图从北到南，自西至东的顺序编排，自然村(片村)以乡

(镇，场)为单位编排，乡(镇，场)所在地的村和乡、村驻地分别排在同类首位，其它

地名按同类集中编排。

4、志中人口数用1982年人口普查数。

5，行政区划采用乡对县、村对乡面对面的方法定位。如洵口村在乡东南，自然村则采

用与乡(镇、场)驻地(直接写出地名)点对点的方法定位，如洵口(自然村)在茶亭(乡

驻地)南偏东。

6、为使行政村级区划名称醒目，在两端加，( )一，为使片村区别于自然村．在

其右上角加“※帮。

8、有文学记载的资料来源依据加( )，并排于摘抄材料之前，如(李氏宗谱)。

9、志中各种数字的写法，均采用阿拉伯数字。

10、各类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境界线，仅表示其概略范围，不作划界的依据。

黎川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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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黎JIl县概醒

竹，猫竹、斑竹、观音竹、苦竹，蓄积量约933万根。1983年林业收入281，98万元。

水利资源较为丰富，黎滩河纵贯南北，全长47公里，流经8个乡，17个村，向西北汇入

拱门水库，流归抚河，龙安河在境内西部，流经5个乡，13个村，全长74公里，资福河在境

内东部，流经4个乡(场)、6个村，全长43公里。全境河港溪流密布。现已兴建水库

465座，总蓄水量2491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94．67亩。水产养殖面积22，816亩，燎源水库

及临近洪门水库的中田、裘坊等乡年产鲜鱼120万斤。渔业总产值23．19万元。有中，小型电

站276座。装机容量6170千瓦，1983年发电量739万度。 。

．解放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仅有几家小手工业作坊。建国后逐步有所发展。现已有陶

瓷、冶金、电力、化工、机械、建材、森工、食品、纺织，服装、皮件，造纸、竹木加工等

多种工业。由于境内瓷土丰富，品质优良，分布广泛，便于开采，已初步形成一个新兴的陶

瓷工业基地。各种仿古瓷日用瓷和工业瓷，如千手观音、闪光仙女散花、滴水观音、观音菩

萨、五子罗汉、福、禄、寿三星，茶杯和中高档餐具、双面釉面砖瓷板等产品畅销国内外，

深得用户好评。部分竹木工艺品也已进入国际市场。国内首创的电渣整体溶铸一次成型工艺

科研成果，通过国家部级鉴定，现已生产各种型号、钢号的特钢曲轴，投放市场。"1983年全

’县工业总产值256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66％。

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建国后，全县共修建干线公路6条，东南通福建省泰宁县，西往

南丰，北达资溪，东北通福建省光泽县。县乡级公路12条，通车里程824公里。各乡所在地均通

汽车，95％的行政村均有公路相连。水运以黎滩河为主，可常年放运竹木排，汛期能通小机轮。

文教卫生事业亦育新的发展。现有完全中学2所，陶瓷职业中学2所，初级中学20所，小

学236所，幼儿园52所，教职工2351人。1980年在校学生40，292人(高中占10％，初中占25％，

小学占65％)，适龄儿童入学率占98％。全县有影剧院7座(县城2座)，还有广播站、文

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文物陈列室、电视差转台等机构和设施。各乡(镇、场)均有文化。

站、广播站和电影队。这些文化机构和设施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全县有县、·

乡医院20所，医务人员523人，设病床324张。村均有医疗站，经常开展群众性防病治病工

作，使发病率显著减少。

黎川系老苏区。1931年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解放黎川，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1

～黎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1931年6月lO日，黎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等组织随主力红军撤
出黎川。1932年10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解放黎川全境。同年12月在县城文庙成立人民

政府一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省建宁中心县(现福建省建宁县)管
辖。1933年5月，闽赣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在黎川湖坊宣告成立。闽赣省当时管辖建宁，黎川

等21个县。邵式平、顾作霖、毛泽民、方志纯、肖劲光等同志，亲驻黎川担任闳赣省苏维埃

领导工作。1933年10月中，下旬红军在境内洵口、团村等地先后歼敌1个师和12个团，并缴

获大量武器。为纪念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1956年在县城中心建有

烈士纪念碑和烈士纪念塔。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亦已重新修建。可供瞻仰．
。

，境内“势临武夷俯闽赣咿的会仙峰，风光秀奇’屹立在黎滩河西岸的日峰山高耸峭拔I形

似“覆船黪的福山，风景清幽，北宋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并留下壮丽的诗篇l 2}l{湖温．

泉。清彻见底，水含硫质，水温在40℃以上，为沐浴疗养佳地·黎川山青水秀；东。南：匀趴．

部转木茂盛，西部水域浩森。中部村镇集中一索称蓑丽富饶之乡0．．；H；，茹，知．玉√j 1j} ．?



黎川县历史沿革表 3

JII县．历史沿革表
“

；1 ． ～

朝
年 ．号 公 元 隶属关．系 县 名 备 注代

夏 约前2l一27世纪

商 约前17一11世纪

西 ．约前11世
周 纪一771

春 周平王元年 前770—476 吴 国

秋 周敬王44年 一 吴 国

战 周元王3年 前4 7 3年 越 国

国 周显王35年 前3 3 4年 楚 国

秦王政24年 前2 2 3年 秦 国
秦

秦王政26年 前2 2 1年 秦朝九江郡

汉高祖元年 前2 0 6年 楚九江国

汉 汉高祖4年 前2 0 3年 楚淮南国

汉高祖5年 前2 0 2年 豫章郡南城县

●—● 分南城县另置永城，东二
吴太平2年 2 5 7年一 吴国临川郡 永城，东兴 兴县。

国
此为建县之始。
永城县治设旌善乡城

晋 晋元康元年 2 9 1年 晋朝临川郡 永城，东兴 头(今日峰镇田东湾
．村)。
东兴县治设石门里(今

南 宋永初元年 ’4 2 O年 宋国临川郡 永城，东兴 洵口，厚村、荷源一
带)。

齐建元元年 ’4 7 9年 齐国临川郡 永城，东兴
北

梁天监元年 5 0 2年 梁国临川郡 永城，东兴

朝 陈永定元年 5 5 7年 陈国临川郡 永城，东兴

开皇9年 5 8 9年 抚州南城县 永城．东兴两县撤。并

隋
入南城县。

太业3年 6 O 7年 临川郡南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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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黎J11县历史沿革表

朝 年 号 公 元 隶属关系 县 名 备 注
代

武德5年 6 2 2年 抚 州 永城、东兴 重建永城、东兴两县

永城、东兴两县并入 《唐 武德7年 6 2 4年 抚州南城县 南城县

五 天佑4年 907年 吴抚州南城县
代
十 南唐界元元年 937年 南唐抚州南城县
国

开宝8年 975年 建昌军南城县
宋

绍兴8年 1138年 建昌军 新 城 兮南戮尔罔血乡置旃
城县

兀 至元14年 1278年 建昌路 新 城 新城县治设黎滩镇
(今日峰镇)

明 洪武2年 1369年 建昌府 新 城

清 顺治2年 1645年 建昌府 新 城

3 年 1914年 豫章道 黎 川

16 年 1927年 江西省 黎 川 省 直 辖

民
20 年 1931年 江西省第七区 黎 川

1931年5月29
日至1931年6 中央革命根据地 黎 JtI
月10日

江西省第八行 黎 川21 年 ．1932年
政区

中华苏维埃共
1932年10月18日 和国江西省建 黎 川

国 宁中心县
闽赣省黎川中 黎 川1933年5月 心县
江西省第七行 黎 川24 年 1935年 政区

和中 江西省抚州地区 黎 川 此建置至现在，县
华 1949年 1949年5月18日

人 治设城关镇(今日
民

国共 峰镇)

附

注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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