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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的地名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行署地名办的

指导下，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对全县地

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普查。在此基础上，查阅了有关史、志资料，

按照规定，经过考证，编写出《信阳县地名概况》达份资料。这是

普查的四项成果之一，是从事达项工作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晶。它不

仅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河南省分册》、《河南省地

名词典》和我县的《地名志》的基础材料，也是为各单位全面了解

情况，从而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地名档案。

本资料不仅概述了有关重要地名现况，拜对地名的来历、含义

和沿革进行了研究、考证和记述。内容共收集行政区划、企事业单

位、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人工建筑物、自然实体及附件七个部

分，共载文七十八篇。文中人口数字录自《河南省信阳县第三次人

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经济数字录自《信阳县一九入三年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距离为直线距离。

地名资料是各方面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

分，上级文件已将它定为机密级，属内部资料，望各单位对此资料

务必妥善使用、存档。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学科，它涉及面广。政治性，政策性和科

学性都很强。尽管我们经过实地考查、访老问贤，做了努力，但由

于人员少，水平低，资料缺，谬误遗漏在所难免，望各级领导和同

，繁誓簦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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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们在阅用中，及时提出宝贵意见，

该资料本应及早审修交付铅印，

因，拖到现在出版，特此说明。

以便校正。

由于人员变动和一些其它原

信阳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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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阳县概

信阳县位于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地一郑州市南二百九十六公里

处，地处大别山脉北麓，桐柏山东端。东与罗山县临界，南与湖北省

之应山、大悟二县为邻，西与桐柏县和湖北随县接壤，北与确山、

正阳毗连。总面积三千三百八十二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平桥

镇，，处北纬三十二度二十四分，东经一百一十四度二十五分。辖二

十五个‘乡，两个镇，一个矿区，三百尢十四个村，六千五百零四个

生产队，二十个居民委员会，十八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户，八十七万

二千八百二十七人。民族分布：多为汉族，回、蒙、壮、藏、苗、

满、维吾尔族等兄弟民族十六个一千入百五十九人：全县耕地面积

一百零呷万亩。山林面积二百零一万亩。_ j

信阳简称申，历史悠久，从近期内考古发掘中发现辖区内刘台、

台子湾、彭岗等龙山文化遗址看，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信阳这

块山林沃野，肥田美土上，已成为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生活区

域，也就是远在氏族社会时，达里已有人类居住。《国语·周语》

云： “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注目： “四国皆姜姓也；四

岳之后。"又说明达里卸是姜姓的苗裔，也是四岳的后裔。据史书

记载，虞、夏、商时为禹贡豫州南境之一部，按四岳受封于申，在

今南阳。至西周宣王时，增封申伯以谢地，印今信阳。自周以后，

申之称遂专属信阳。因此，信阳是“古申伯国”。直到周而后被楚所

灭，申灭后，楚将申改为负函。据记载，孔于在微服过宋，绝粮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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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后，岔来过负函(这时端木赐为魏信阳宰)。

秦置义阳乡，属南阳郡。汉高租时，设南阳、汝南、江夏三

郡，各领取信阳一部’分地；东汉仍旧，三国魏文帝初，析南阳郡，置

义阳郡、县。郡治安昌城(今平昌关)，以信阳为仁顺城，后遣义

阳县。

晋武帝泰始元年(二百六十五年)，割南阳之东境，复置义阳

郡，又自石城徙居仁顺：晋惠帝时(二百九十一至三百零五年)，

移义阳郡治于义阳县，于是郡县同城。

南北朝时，刘宋遥宋安郡，泰始中设司州·南齐仍旧，北魏正

始元年(五百零四年)，改设郢州。梁大通二年(五百二十八年)，

改为北司州。东魏武定七年(五百四十九年)，改遥南司州，后周

改遥申州郡。

隋开皇间(五百八十二至六百零四年)置义州，后又改为义阳

郡，大业二年(六百零六年)复为义州，后又改为义阳都。

唐武德年间(六百一十入至六百二十六年)为申州，属淮南

道。天宝初(七百四十二年)置义郡，乾元初(七百五十八年)复

遣申州，五代因之。

宋开宝九年(九百七十五年)因户少降为义阳军。太平兴国元

年(九百七十六年)因避太宗讳，改为信阳军，信阳县属京西北路

(又认为这里是申国故地)。南宋绍圣四年(一千零九十七年)，

信阳军隶属襄阳路，理宗时地入于元，端平后土地荒废四十余

车。

元初为信阳军，至元十四年(一千二百七十七年)，改为信阳

府，十五年改为信阳州，属汝宁府。二十年徙州治于罗山，致和元

一'一



年(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复为信阳州，属河南行中书省汝宁府。

明初沿旧制，洪武四年(一千三百七十一年)，属中都临濠府，

七年改属汝宁府，十年降为县。成化十一年(一千四百七十五)复

升为州，属汝宁府，清时沿旧制。

民国二年(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省州置县。抗日战争时(一

九三八年九月一一九四五年入月)，隶属湖北省。日伪投降后，仍

属河南省，为河南省第五绥靖公署驻地。一九四八年秋省府畲迁至

信阳。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信阳解放，同月分别成立信阳县、市人民

民主政府，同年七月改为信阳县人民政府，属确山行署，同月罢确

山行署，建信阳行署，县、市合拜。属信阳行署。一九五。年十一

月，县市分治。一九六。年八月县市复行合拜为信阳市人民政府，

一九六一年十月，县市复行分治，建信阳县人民政府，于是信阳县

政府迁驻信阳市东南六公里处之平桥镇至今。一九六九年改称信阳

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年复为信阳县人民政府。辖二十五个人民

公社(八三年改为乡)，二个镇。

信阳古为申国，古语中“申"字与“信"义同，囱宋以来因避

太宋讳改用“信"字，此后以“信"代替“申"。至于“阳"字之

说，据考，申伯改封于谢地，秦置义阳乡，曹魏遥义阳郡。均设在

安昌城，而古谢城、安昌城均在信阳县平昌关一带，按“山南水北

为阳"，而平昌关位于淮河北岸，平昌关北有连绵不断的伏牛山、．

天目山、凤凰山。等，据此应取“阳"字明矣。晋惠帝时又将郡县南

移于狮水北岸(今信阳市)，宋改义阳军为信阳军，仍以“阳”字

称，因而“信阳"之名，遂成定称迄今。信阳县属豫南山区一部



分，由山地、丘陵、平原组成，为“四山二水二分田，二分道路和庄

园"的自然地形，海拔平均；百零六米。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缓倾

斜，由于大别山脉蜿蜒于东南，桐柏山脉逶迤于西部，因此自东南

绕自西北边境皆中山区或浅山区，呈东西走向，从中部的长台关

以京广铁路为分野，．西部丘陵，东部平原，境内五百至九百米．以上

山举，计二十余座，分布在李家寨、柳林、潭家河、泖河港，董家

河、吴家店、邢集等乡。如四望山海拔九百零六米，有人山海拔入

百四十七米，光秃山海拔八百三十米，荒田坪海拔八百三十二米，

天目山海拔八百一十二米，鹰石咀海拔八百米，著名的风景区鸡公

山海拔七百七十四米，大石岭海拔五百六十六米，车云山海拔五百

七十八米，玉皇顶海拔七百七十六米，拦箭垛海拔七百六十四米。

境内大小河流计一百五十余条。其中主河流有：(一)淮河，

为常年河，发源于桐柏山脉之主拳一太臼顶。河出桐柏县境后，由

高梁店、王岗乡交界处花蕊店入我县境，然后转向东南，逶迤曲折

东流，横贯我县中部，流经我县十三个乡，流程一百二十二公里，

至宵王乡入罗山县境。流域面积一千九百五十九平方公里，河床宽

二百五十至五百米。·该河较大支流有游河、十字河、明河‘+洋河

等。 (二)淅河，为常年河，系淮河支流，发源于桐柏山脉东端湖

北省应山县境，由潭河乡之界河入我县境，流经我县四乡一镇及信

阳市，横贯我县南部，迤逦东流，流域面积一千三百二十二平方公

里，流程七十七公里，河床宽二百至三百米。该河较大支流有东双

河、杜河、倚河等，至五里店乡东部入罗山县境，’注入淮河。该河

上游建有南湾水库，蓄水量一十二亿八千五百万立方米，发电量三

千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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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土壤多为乌沙土、囱散土、综合色粘土。北部土壤微呈酸

性。

县境位于亚热带向北温带过渡气候区。最冷月(一月)平均气

温为零度至二度，最热月(七月)平均为二十八度至三十度，年平

均温度十五度至十六度，年积温五千四百七十五度。全年无霜期平

均为二百二十一点四天，最长为二百七十七天，最短为一百八十四

天。降水量年平均为八百至一千二百毫米。

农业主产水稻、小麦。一九八三年种植水稻六十万二千二百一

十八亩，年产五亿斤；小麦种植四十六万六千八百八十七亩，年产

一亿九千一百万斤，大豆种植十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七亩，年产二千

九百三十二万斤；红薯二万八千九百七十七亩，年产六百八十七万

二千斤，棉花播种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九亩，年产一百七十四万四千

斤。油料作物播种十一万多亩，年产量为一千四百七十四万斤，向

国家贡献商品粮一亿三千四百五十三万斤，油料二百九十万斤，农

业总产值二亿元，是解放初期的四十二倍。 ．

信阳县在解放前只有少数的手工业作坊等行业。解放后，：工矿

企业蓬勃发展，现有县办莹石矿、膨润土矿‘．珍珠岩、沸石矿，

化肥厂、陶瓷厂、内衣厂、毛巾被单厂、机砖瓦厂，机械、+水

泥、水泥制品、锻压、拔丝、酿造、刺绣、地毯、皮革，印刷等大

小工矿企业六十劣个。一九八三年总产值六千零四十一万元。此

外，乡、村办工业一千多个，总产值一千万元以上。生产的珍珠

岩、沸石、莹石、皮箱，皮手套等远销日本．．美国，香港等国家和

地区。

境内矿藏资源比较丰富。有铁、铜、锰、金、铅、蛇纹石，珍



珠石、沸石、莹石、石绵、云母、石英沙、膨润土以及大量水泥

石、石灰石等。

县境内森林资源丰富，成林和幼林面积一百一十万亩歹j用材林

九十一万亩。树木种类很多，有长尾松、杉树、皮柳、杨树、榆

树、栎树、黑庋颜料等五百余种。木材蓄积量一百入十八万立方

米，oj另有板栗树、油桐、油茶、苹果、山桃、柿、李、杏，梨、

枣、葡萄、猕缑桃等数十种经济林木。有中外载誉的“信阳毛尖”

茶，车产量五十万斤，黑臼木耳年产五万多斤。板栗年产八十余万

斤，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信阳县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囱一九五二至一九八。年，先后修

建中小型水库一百五十四座，蓄水量达四亿一千二百三十五万立方

米。其中较大的有黑石嘴、洪山、老鸦河、王堂、尖山、顾岗等水

库。蓄水量均在二千万立方米左右。境内大小塘堰池十万口，蓄水

量约四亿立方米。总蓄水量入亿一千二百三十五万立方米，有效灌

溉面积达八十万亩以上．沿淮河、浙河及其它河流建大中型电灌站

五十七座。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很大发展。现有大中型拖拉机四百

台，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七马力，小型机引农具一千零四十九台，五

万八千尢百一十六马力，电动机三千四百三十八台，三万五千一百

五十八千瓦，农用汽车五十一辆，推土机十三部。

信阳县一九入三年存拦的大牲畜入万八千零八十三头，存栏生

猪十五万头，山绵羊五万九千零五十二只，养鱼水面九万一千零七

十二亩，年产量二百九十一万斤，产值二百三十三万元。

信阳县解放前除一条单线铁路外，几乎浸有一条象样的公路，

运输全系人力、畜力、木轮人力车驮运。解放后，京广铁路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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