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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县历史沿革筒表

朝 代 隶 属 区 域 县

唐虞夏商 ’荆 州

周 百 粤 地

秦 桂 林 郡 贺 县

汉 苍 梧 郡 富川

三 国 吴 始 ．安 郡 ． 平乐县

晋 ‘始 安 郡 平乐县

宋 为侯国属始安第五县 平乐县

南
齐 为侯国属始安第六县 平乐县

北
梁‘ 为侯国属始安第二县 平乐县

朝
陈 为侯国属始安第二县 平乐县

隋 始 安 郡 平乐县

唐 置乐州，后改昭州 恭城

五 代 先属楚马殿后属南汉 昭 州 恭城

宋 先属广南路后属广南西路 平 乐 府 恭城

兀 属广西两江道 平 乐 府 恭城

明 属广西布政司 平 乐 府 恭城

清 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平 乐 府 恭城

民 国 广 西 省 先属桂林道后属平乐行政督察区 恭城

人民共和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先属平乐专区后属桂林地区 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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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城 县

人民政府文件

恭政发(1 9 8 8)g 2号

★

关于颁发《恭城县地名录》的通知

各公社管委会、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了帮助同志们能够比较详细的了解我县地名情况，在全县地名普查结束

后，县地名委员会编写了《恭城县地名录》。这是一部工具书，将会在四化建设

中起到一定作用，准予颁发。

特此通知。

恭城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

送：县委各部、委、办，群团，人大常委办、法院，检察院、人武部。

(共印8 0份)

恭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 印发



前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不断的发展与改变．由

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

不好，用字不当；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 。文化大

革命。时期，有的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

日常交往，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一

。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l 9 8 1年l 0月开

始，至1 9 8 2年5月止，历时8个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共普查了各类

地2 0 7 8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各类居民点l 6 7 4条；独立存在的并具有地名意义的各专

业部门7 7条；纪念地，名胜古迹和其它重要人工建筑物7 1条；自然地理实体2 5 6条．

新增加地名2 0 5条．删去废村1 2 0条．无名街道新命名4条．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以

来乱改的地名和街名，本着尊重历史、地理特征和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基本上都恢复了原来

名称．标准化处理1 2 3条．用了土俗字：尼、绚、逑，镌，虫}5、产6个．地名普查的四项

成果(即图，文，表、卡)，经自治区、地区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按规定上交．

《恭城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了县、公社地

图；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其2 8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

位及其驻地，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等地名共l 8 3 6条．对每条

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有的地名名称来源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各种数字．均为县统计局l 9 8 0年末统计年报数．

恭城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八日

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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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县概况

恭城县位于广西东北部，东与富川县、钟山县接壤，南与平乐县交界，西与阳朔县为邻，

北与灌阳县相连，东北部与湖南江永县毗邻。总面积2 1 4 g平方公里(合3 2 2．3 5万

亩)。1 9 8 0年总人口2 3 0 6 8 4入，其中汉族l 7 l 3 8 2人，占总人口的7 4．2呖，

瑶族4 9 l 5 9人，占2 1．3％，壮族l 0 0 3 2入，占4．3 5呖，苗、回，自，仫佬、

黎、彝，满，毛难等族l l 1人，占O．4 6叻。辖八个公社，一个镇，l 1 4个大队(镇>

两个街道办事处，全县有自然村l 3 7 9个，县人民政府驻地恭城镇，距桂林行署1 3 6公

里。
。

恭城县原名茶城县(古传盛产茶叶，故名茶城)，历史悠久，为禹贡荆州之域，于周百粤

之地，秦平百粤，置桂林郡，恭城附属临贺(今贺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l l 1年)，

置苍梧郡，析临贺地置富川、荔浦三县，皆隶苍梧，恭城则富川属地；三国时，吴分零陵

郡，置始安郡，析富川置平乐县，与临贺，荔浦皆属始安，而恭城又附属于平乐；晋宋至隋皆

沿之；隋末(公元6 1 7年)，梁萧铣起兵巴陵(今岳阳)，据粤境，自称梁王，始分平乐

地，置茶城县(公元6 l 8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 2 1年)平萧铣，置乐州(平乐)，

改茶城为恭城，恭字近似茶字。恭城隶之；贞观八年改乐州为昭州；恭城皆隶之；五代对为

南汉刘氏所据，宋沿唐制仍属昭州；元大德五年(1 3 0 4年)升昭州为平乐府，领四县，

恭城属之；明、清沿元制，民国元年(1 9 1 2年)废除府匍J，仍称恭城，民国二年

(1 9 l 3年)隶属桂林道，民国十年(1 9 2 1年)废除道制，直隶广西省。

l 9 4 9年l 2月2 3日恭城解放，属平乐专署；。1 9 5 8年撤销平乐专署，恭城改隶

桂林专署至今。 ：

恭城县初建于凤凰山下(即江贝老县垌)，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 7 6年)曾迁入北

乡龙绪市(今上宅大队大源头)，宋景定五年(1 2 6 4年)，复迁原处，因屡苦水患，瞬

成化十三年(1 4 7 7年)迁入黄牛岗(即今址)。

恭城地处山区，四境环山，境内峰峦重叠，河流纵横，地形复杂多样，为半山区县．

一般海拔为1 4 0一l 0 0 0米，县东北系都庞岭余脉，分北，东、南三支延伸至县境，一

支是北乡岭，东北一西南走向，长5 6公里，系分水蛉，主峰金竹源顶，海拔l 4 6 6米；Q广～．Ⅳl
Q

黔曦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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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是东乡岭，东南一西南走向，长7 8公里，主峰银殿山，海拔l 8 8 5米；一是棋盘界

岭，东北一东南走向，长6 6公里，主峰古木源，海拔1 8 5 7．1米．西北部有海洋山余

脉，延伸至西乡岭，西北一东南走向，长3 8公里，主峰轿顶山，海拔l 5 9 3．1米，地

势北高南低，坡度一般2 5。一4 8。，最高达6 0。，主要河流有茶江(恭城河)，发源于银

殿山东侧的小银殿山，其中分开源河、黄江河先向北流经湖南省江永县的源口，桃川、粗石

扛公社，又注入本县龙虎关，流经嘉会、栗木、平安、城厢等公社，主要支流有莲花河、势

扛河、北渝源河，路口河、上下焦河、马林源河、栗木河、苏陂河，西岭河，苦竹河等注入

茶江，至平乐县平乐镇上关汇入桂江。属西江水系，岭尾以上集流面积3 l 5 6平方公里，枯

水流量l 2．5米秒立米，最大洪水流量6 6 8 0秒立米，为恭城第一大河。还有栗木公社

泉会长靖江，墨江等河流入灌江，属湘江水系，集流面积3 4平方公里。茶江及支流两岸海

拔在1 4 0至2 5 0米间，石灰岩分布较多且密，2 5 0—5 0 0米出露较少，大部为河谷

小平原，土层深厚，为农业生产区。 ’

，全县土壤分为：山地1 0 8 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7 8％。以黄壤土和红壤土为主；

丘陵，台地、平地的耕地土壤主要是冲积土以及由洪积物，第四纪红土发育而成的土壤。

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历年平均气温1 9．7。C，最低气温是元月，平均9．2。C，极

端最低气温负3．1。C。最高气温是七月，平均2 8．6。C，极端最高气温4 0。C(1 9 7 1

年7月2 1日)。年平均降雨量1 4 3 9．3毫米，最多雨量是l 9 5 9年，降雨量1 9 5 3

毫米，最少雨量是1 9 6 6年，降雨量9 5 5．1毫米。全年无霜期平均3 2 1．8天，有霜

期4 3．2天。年平均蒸发量1 7 5 7．6毫米。年平均日照l 6 4 5．7小时，最多为七月，

2 2 1．9小时，最少为2月，6 1．6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 5叻，最高是四月，

8 1％，最低是l 0月，6 9％。一般年平均下雪日数为2．5天，但山区长达月余。全年

平均风速为2米／秒，一般较大风速为l 9米／秒，但也出现过极端最大风速为4 0米／秒．

寒露风一般出现在十月上旬末，最早出现在九月下旬，最晚出现在十月下旬．
’’

县内森林、水利、矿产等资源丰富。用材林有杉、松、杂木，毛竹，储积量4 6 7 4 3 3 7

万立方米；经济林以橙桔、柿子，沙田柚，油桶、油茶为主，柿子经加工后畅销国外，有

。恭城大月柿”之称；全县小水电站l 3 l处，总装机容量2 3 0 0 0珏；矿产品有锡、

钨、铅，锌、钛、铁、锰、水晶石、大理石等。1 9 8 0年产锡3 9．1 8吨，钨矿7 0 9

吨，铅3 0．9吨，锌9 2 2．5 7吨．

．一我县经济以农为主，总耕地面积2 9 6 0 3 0亩。(其中：水田l 9 2 3 2 4亩)，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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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灌溉面积l 7 7 3 7 l亩。粮食作物主种水稻，还有黄豆，红薯、玉米等．1 9 8 O年社

会粮食总产量1．8 4 6 O亿斤；经济作物有甘蔗、橙、桔，花生、木薯．红瓜子及香菇，

沙田柚、月柿、罗汉果等传统产品．1 9 8 0年产香菇4 O 0担，罗汉果3 4万个，月柿

l 5 7 4 9担，均畅销国内外．

工业以机糖、化肥，水泥，花果糖，木制品，造纸，酿酒，小水电为主。解放前，只有

几家手工业作坊．1 9 8 0年城乡厂矿企业已有9 O个(其中县办工矿企业3 5个)．工业

总产值2 3 2 8万元。可年产合成氨3 0 0 0吨；年产水泥l l 0 0 0吨；机糖日榨5 0 0

吨；年发电量3 6 0 0万度；水利建设4 7 0处，总蓄水量8 3 8 l万立方米。为发展农业

创造了良好条件．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农机设备逐年增加。l 9 8 0年已有大，中，小型拖拉机8 7 5台．

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主要靠木船，肩挑运输。现在公路四通八达，社社

通汽车。南北有平乐——全州公路，恭城——江永公路l东有恭城一一三江公路l西有

恭城一一西蛉公路．三级公路线总长达3 0 0余公里．1 9 8 O年有货运汽车l 0 O余辆，

客运汽车l 2辆．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l 9 8 0年有中学l 3所，在校学生3 8 2 6人，小学

l 1 5所，在校学生3 2 0 3 4人．县城有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室．县城

有电影院，戏院，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电视转播台，社社有农村电影放映队．此外，

自治区对我县的孔庙、武庙戏台和周渭祠蜜蜂楼阁等四个古代文物，确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并拨款进行了维修，其中闻名全区的孔庙已焕然一新。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县先后建成了兰洞水库，峻山电站、挖沟渡槽、茶江大桥等宏伟

建筑，它们与秀丽的山水相映成趣，汇成了。红塔古松”、 。银练绕城’， 。文宫飞檐”，

。茶江彩虹”， 。兰洞天池’、 。挖沟银河。， 。峻山明珠”， “界厄云雾”等新的八景．

恭城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lk-"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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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镇概况

恭城镇位子恭城县城，故名恭城镇，镇人民政府驻兴隆街。l 9 3 4年前属恭城东乡所

辖．1 9 3 4年实行征兵制，从东乡划出，成立城厢镇公所．1 9 5 0年改称城厢镇人民政

府．1 9 5 9年改称茶江镇公社，l 9 6 2年恢复城厢镇人民政府，属城厢公社所管辖．

I 9 8 0年l 0月经自治区批准成立恭城镇人民政府(公社级镇)至今． 。：

。

该镇地属中丘，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l 9．7‘C，年平均降雨量l 4 2 9毫米．面积

l 5．I平方公里．辖9条街及2个农业大队，l 6个自然村，2 8个生产队，全镇共

2 7 7 2户，l 2 0 9 0人．镇区三面临水，东有茶江河，西有西岭河，真是。茶江东去绕

西城，两岸垂杨柳成荫。．两河中间小山岭连绵，地势北高南低，最高峰是三望界，海拔

3 3 9米．

该镇解放前是一个商业消费城镇，没有一个工厂，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和小铁炉。镇内

五条街均为石板及乱石铺面，没有电灯．自来水，电影院等公共设施，商业网点均为连家铺．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艰苦奋斗，开辟了茶江东、南，西、北路，路

面宽2 4—3 2米，均为水泥路面或沥青路面。同时安装了路灯，行人来往方便，新路两旁

新建了商业网点及工厂等企业单位，新建了医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电影院、剧场等

公共设施，镇内有年产3 0 0 0吨合成氨的氮肥广、有年产l 0 0 0 0吨的水泥厂，还有农

机修造厂，印刷厂，木器加工厂，糖果厂等，镇内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有全民，集体

的工业企业2 8个，职工2 2 9 3人，1 9 8 0年工业产值3 5 5．3 3万元。

镇辖2个农业大队，总耕地面积3 4 7 6亩，产有远近闻名的。恭城月柿’．。江贝沙

田柚”，四季均有鲜菜上市，供应镇内人民生活所需，粮食作物主种水稻，。江贝杂优制种’

闻名全县，经济作物以花生，甘蔗、橙桔，沙田柚、柿子为主，兼种高产青皮黄豆和红瓜子．

恭城镇为恭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内有中学3所，师范学校l所，师生

2 5 5 4人．

镇内有闻名自治区的恭城孔庙，周渭祠蜜蜂楼阁等古迹，气势雄伟，工艺高超，为世

人所赞，还有为纪念恭城保卫战而壮烈牺牲的烈士纪念陵园，红塔高耸，古松苍翠，供人瞻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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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政区划及居民点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含 义

原称茶城，隋末梁肖铣起兵巴陵，据
恭城县 Gongcheng Xian 粤境，始分平乐县，置茶城县。唐武德四

年，平肖铣，改称恭城县，驻地恭城镇。

恭城镇 Gongcheng Zhen 为县人民政府驻地．

恭城镇 G6ngch6ngZhen

街道办事处 Jiedao Banshlcha

拱辰街 G6nflch6n Jie 四方归向。为恭城县人民政府驻地．

兴隆街 Xingl6ng Jie 兴旺繁华．为镇人民政府及办事处驻地．

太和街 Taihe Jie 平安和气。为城厢公社驻地。

吉祥街 Jlxi{lnfl Jie 吉利繁荣。

太平街 Tatiplng Jie 太平安乐。

茶江东路 Chajiang D6ngln 位子茶江大桥东面。

茶江南路 Chajiang N磊nl矗 位于茶江大桥南面。

茶江西路 Chajiang X11n 位于茶江大桥西面．

茶江北路 Chajian9 Beilt匡 位于茶江大桥北面．

西河大队 Xthe Dadul 位于西岭河流入茶江河的汇合处．

杨家榨 Yangiiltzhtt 清末杨姓人在此开了一座糖榨。

枫木逑 FengmawA 原是一片枫木林，又处于山洼之中。

许 家 Xnjia 以姓得名。

江 家 Jiangjia

黄 家 HuAngjia

罗 家 Lu6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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