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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古
刖 吾

本志是为了辑存地名信息，强化地名管理，适应改革、开放和建

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需要，向全社会提供按照法定程序和审批权

限经审核批准的南昌市各类标准地名而编纂的常备工具书。

本志以1981年第一次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增采截至1988年的最

新资料，共收录市区城郊(含市辖四县，不含县以下)各类地名3 269条，

其中：行政区划与居民点1 760条，街道506条，行政与企事业单位587

条，人工建筑201条，自然地理实体172条，纪念地、名胜古迹、游览地

43条；收载市、区、县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概况57篇，市和街道办

事处、乡、镇地名图49幅，纪念地、名胜古迹和南昌市容彩色照片48帧。

各类地名的释文，按照《江西省市、县地名志编纂大纲》的要求，

本详今略古原则，提供了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称来历、含义与演

变、经济、人文等多种信息，反映了市区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

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市建设的成就和风

貌，是地名学研究、地名科学管理的基础资料，是启迪和激励人们认

识南昌、热爱南昌、振兴南昌的乡土读物，是迄今查找城乡各类地名

最为完整、准确的地名辞书，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鉴于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均已分县编纂了《地名

志》，本志仅收载各县概况一篇，以利纵览南昌概貌。

本志是南昌建城以来的第一部大型地名专著，是我市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和地名管理正规化、经常化、科学化、现代化的一个新

起点。所收录的地名皆为现行标准地名，地名的书写(字形)和读音，

亦符合规范要求6依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和省、市地名管理规



前 言 2

定，单位和个人凡使用我市地名，均应以此为准。本志出版以后的命

名、更名，以市人民政府批文或本志之续集为准。不依法定程序而擅

自命名、更名均属无效。

本志收录地名的下限时间为1988年6月30日。释文中，各街道办

事处、乡、镇及居民委员会的户数、人数是1987年补调时各单位的自

报数；村民委员会及自然村因面广范围大而未能补调，其户数、人数

仍然取自1981年地名普查资料，仅反映当时的实际；其他数据除注明

者外，均为统计部门提供的1987年年终统计数。本志编排周期较长，

正文排印以后，我市国民经济又有新的发展，第四次人口普查已基本

完成，为了保持本志辑存资料的现势性，特将1990年市、县国民经济

主要数据和市、区、县、街道办事处，乡、镇的人口普查数列表于

“附录刀中。

本志收载的地名图都是示意性的，边线未经实测，不作行政区划

分界依据。

为了方便读者查找、使用，书中编有《行政区划与居民点地名汉字

首字笔画顺序索引》、《行政区划与居民点地名汉语拼音音序索引》、《街

道曾用名汉字首字笔画顺序索引》、《行政区划与居民点曾用名汉字首

字笔画顺序索引》，其余地名均分类排列。

南昌建城历史悠久，沧海桑田，地名亦不断更迭变换，已见的古

籍史料对南昌地名均无完整、系统记载，地名普查的资料又有不少来

源于座谈、．访问，上溯的时间有限，叙说的依据欠实，不无挂一漏十、

望文生义之嫌。凡此，均有待进一步考证、发掘。 ．

地名普查与编纂地名志都是建国以来首次进行，经验缺乏，尤为

编辑水平所限，难免讹错谬误，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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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江西省省会，全国62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她不仅以口物华天宝，，蠢人

杰地灵萱的美誉流传古今，更以八一起义。英雄城毒的雅称闻名于世。辖东湖，西湖，

青云谱、郊区、湾里5区和南昌、新建、进贤、安义4县。总面积7 402．36平方公里，

总人E1347．76万人，1987年社会总产值90．3亿元，国民生产总值41．6亿元，工农业

总产值65．51亿元，国民收入36．5亿元，财政收入6．61亿元。

(一)

市区(含东湖、西湖、青云谱、郊区和湾里5区，不含4县，以下均同)，位于北纬

28。357——28。55，，东经115。387——116。03，。在江西省中部偏北，赣江、抚河下游，

临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西南岸。西境与安义县，永修县接壤，北、东、南

与新建县、南昌县毗连，形如蝶状。西山梅岭屏障西北。省内第一大河赣江自南向

北穿过城区直泻鄱阳湖。抚河支流原在城区西部朝阳洲尾汇入赣江，后兴修水利

改道从市郊东南隅经青岚湖再注入鄱阳湖。以赣江为界，东岸是以近代冲积层为主

的赣抚冲积平原，地势平坦；西岸是以红色粘土层为主的丘陵地带，蜿蜒起伏。城

区(含东湖，西湖，青云谱3区，以下均同)平均海拔22米，最高点子固路30．44米，

最低点彭家桥21．76米。湾里区多山，最高点梅岭洗药峰(俗名洗药坞，古名罗汉岭)

841．4米，最低点禹港村25米。市区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城区主要有东湖、西湖、

南湖、北湖，青山湖，郊区有艾溪湖、象湖等。

属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湿润温和，雨量充沛，四季较为分明。年平均气温

17．413。7月最热，平均29．5℃，极端最高气温40．613(1964年7月23日)；1月

最冷，．平均5．1℃，极端最低气温一9．3℃(1972年2月9 51)。年日照时数1 900．5

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9％。≥5℃积温6 075℃，>110℃积温5 56913。年无霜

期291天，一般在2月下旬至12月上旬。年降水量为1 600——1 800毫米，降水日

144天。年蒸发量1 895毫米。雨季和汛期一般均在每年的4月中旬至7月上，中

旬，年暴雨日数58天，最长连续降水日数19天。洪水期赣江八一大桥历史最高水位

24．8米(1982钲)。盛夏酷暑气温较高，夏秋易干旱。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南

风，年平均风速2．5米／秒。

市人民政府驻民德路401号。市区共辖街道办事处34个，乡(镇)13个，村民

委员会159个，居民委员会636个，村民小组894个，自然村860个。市区面积617．0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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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居民125．97万人(内农业入1=125．64万人)，其中建城区65平方公里，

居民89．27万人。在市区总人口中，除满、蒙、回，藏、壮，苗等26个少数民族
3 700余人外，均为汉族。市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 041．47人。

(=)

南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从东郊齐城冈(今罗家镇境内)、城南青云谱等

多处出土的大批新石器时代石制生产工具、陶质生活用器以及其他考古资料证明，

远在5千年前，原始先民就在这里开拓、生活和栖息，建立了若干原始居民点，具

有较发达的远古文化。夏．商．周时期为扬州域．春秋战国属吴，楚。秦属九江郡。

南昌政区始于汉代。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立豫章郡，领18县(辖域相当

于今江西省境大部)，以南昌为治，南昌之名始此，寓搿南方昌盛”之意。莽新始建

国元年(公元9年)易名九江郡。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复名豫章郡，领21县。

三国(吴)领16县(豫章郡一分为六，本郡辖域仅相当于今南昌市、九江市全境及

宜春地区东北境部分市、县)。东晋领14县。南北朝宋，齐领12县，梁领8县，陈

领7县。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罢豫章郡置洪州，领4县，治豫章(南昌县改)，大

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洪州为豫章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罢豫章郡置洪州，

领7县，治南昌(豫章县宝应元年改名钟陵，贞元元年复名南昌)。五代南唐显德

六年升洪州为南昌府，并建南都于南昌。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改南昌府为洪

州，隆兴元年(1163年)改为隆兴府，领8县，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起治南

昌、新建。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隆兴府为隆兴路，至元二t一年(1284年)又

改为龙兴路，领6县2州。明太祖于元至正二}二年(1362年)罢龙兴路置洪都府，

次年更名南昌府，领7县1州。清仍明制，领7县1州1厅。民国元年(1912年)

府废；三年(1914年)置豫章道，领23县；十五年(1926年)析南昌县，新建县之城

与郊设南昌市为江西省省会，初辖5区，后辖9区。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进驻南昌，古城获新生，人民得解放。1949年6月7日成立南昌市人民政府，辖

7区。1951年辖6区。1952年辖7区。1953年辖8区。1956年辖5区。1958年辖5区

2县。1961年辖6区。1967年辖6区2县。1968年辖5区2县。1970年辖6区2县。

1972年辖7区2县。1980年辖5区2县。1983年辖5区4县至今。

南昌是一座江南文化名城。人文荟萃，名胜多娇。西汉南昌县尉梅福(字子

真)，东汉。南州高士”徐缳(字孺子)、元朝航海旅游家汪大渊(字焕章)，明

代戏曲理论家朱权(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原藩封大宁，称宁王，后改封南昌)、清

初书画家八大山人等均乃乡土人物中之拔萃者。孔子门生澹台灭明(春秋鲁国人，

字子羽)曾南游至此。历代文坛名流王勃，自居易、张九龄，孟浩然，韩愈，

杜牧，施肩吾、欧阳修，陆游、曾巩，王安石、黄庭坚、苏辙，朱熹、辛弃疾，

文天祥，虞集，解缙、张位，汤显祖等均在南昌留有传世佳作，有的还曾在此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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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绩或长期稳居。豫章名胜主要有滕阁秋风，东湖夜月，苏圃春蔬、章江晓渡、

龙沙匆照、西山积翠，南浦飞云、徐亭烟树，洪崖丹井、铁柱仙踪等十景。誉为江

南三大名楼之一， “豫章十景”之冠的滕王阁，始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

临江拔起，．瑰玮绝特，尤自王勃作《滕王阁序》后，名扬四海，誉满古今，可谓阁

为城添色，序为阁增辉。一千三百多年来屡兴屡毁，历史上最后一座滕王阁建于

1872年，1926年毁于军阀之手。市人民政府1983年决定重建滕王阁，1985年10月动

工，1989年10月竣工落成。“徐亭烟树”中的孺子亭已于1984年旧地重建。“东湖夜

月"， “苏圃春蔬”二景以及远近闻名的百花洲已扩为八一公园。 “洪崖丹井”井

址尚存，清康熙丙辰年之“洪崖”石刻清晰可见。梅岭峰秀谷幽，松青竹翠，是西

山风景优胜处，素有“小庐山”之称，正在开发为旅游，避暑区， “西山积翠”将

锦上添花。“十景”之外，尚有杏花楼(水观音亭)独立湖心，别具一格。三村桃

花迎春怒放，久负盛名。绳金塔始建于唐天秸年问(公元904—907年)，现存之塔

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所重建，是市内仅存的最高古建筑，今已修葺一新。青

云谱(道院)始建于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初称太极观，曾多次易名，清

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称青云诺，朱聋曾隐居于此，今设“八大山人纪念馆刀。

南昌又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历史上记述较详的农民起义有一百

多次。隋末林士弘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曾大败隋军，攻占豫章并建立政权。1853年太

平军在围攻南昌城的战斗中曾重创清军。1862年、1906年相继爆发的两次“南昌教

案打，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南昌支部、南

昌新军积极响应，于10月30日发动起义，光复南昌，结束了清政府在南昌的封建统

治。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疗志敏、袁玉冰，赵醒侬，邵式平、黄道、邹努，

洪宏义，汪群、汪玮、刘和珍等人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下，马列主义广为传播，学生

运动和工农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

等在南昌发动、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人民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1938年1月6日，以叶挺为军长的国民军新编第四军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

宣告成立。主要革命纪念地有：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现辟为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原为江西大旅社)，朱德旧居，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八一南昌起

义第二十军指挥部旧址，八一南昌起义第十一军指挥部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等。

1979年1月落成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巍巍矗立在城区中心人民广场。1964

年建成的方志敏烈士墓坐落在梅岭山麓蛟桥境内·

(三)

建国前，城区面积仅8．28平方公里，人1=124．87万。高等院校4所，学生2 200

人；中等学校(含中专)22所，学生6 000人；小学47所，学生16 000人。卫生机

构6所，病床648张。铺设路面44公里，水泥路面仅4公里；自来水管长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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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供水44万吨；公共汽车线路1条，木炭车5辆。商店、钱庄棋布闹区，手工作坊

散设街巷，稍具规模的工厂仅有发电、纺纱、火柴，锯木、汽车修理等6家，全市

生产工人不到6 000人，年产值约3．矗000万元。是一座落后的内陆消费城市。

建国后，全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积极努力，特别是认真贯彻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纠，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今日南昌，灿然一新。城区面积比1949年扩大约7倍，自北向南依次为东湖

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郊区四周环绕。湾里区在西北郊西山山脉中段，被郊区蛟

桥镇所分隔，距城区26公里。城区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往东沿北京西路是以省人民

政府为首的行政区，往西沿中山路，胜利路一带是传统的商业区和居民稠密区。大

专院校多数集中在城东的北京东路北侧和西北郊蛟桥镇境内。工厂分别集结在城

区北部青山路沿线、东部解放路与北京路之间、南部八一大道与井冈山大道沿线，

西郊麦园以及湾里、罗家，蛟桥等处。

工业发展迅速，现已拥有机械、纺织、冶金，电力、航空，电子、化工、造

纸、医药，食品，塑料，印刷等35个行业和150个工业小类，设备比较先进，形成

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1987年，市区有工业企业1 233户(中外合资3户)，职

工31．1万人，‘工业总产值43．97亿元。在近八年来的产品质量评比中，有368种产品

获国优、部优和省优称号，其中：长青牌晶头罐头获国家金质奖和法国国际旅游美

食品金奖，TEXl4．5纯棉梳纱、三星牌105系列汽缸套、涤棉交织花瓶领女衫、江

西附子理中丸、银翘解毒片获国家银质奖，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获全国最佳农产品

奖。瓷版画、玉雕，乳白瓷雕、象牙微雕等传统工艺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

农业主要在四县，作物以水稻为主。市区农业分布在郊区和湾里区的13个乡

(镇)和16个国营农、林，牧、渔场，共有耕地18．88万亩(其中水田14．68万亩，

旱地4．2万亩)，林地32．82万亩，养殖水面37 149亩。郊区农业以菜为主，多种经

营，湾里区以林为主，林粮兼作。建成商品菜地37 231亩，鱼池27 987亩，禽蛋场

38个。1987年，市区农业产值10 590万元。水稻平均亩产569．6／z．}斤，比建国前增

=||J1]2．8倍。蔬菜年产量16．3万吨，主要品种54个。鲜鱼年产5 137吨。禽、蛋、肉、

奶等副食品产量不断增长。 。、

市区乡镇企业近年来发展很快。1987年，有乡镇企业7 127个，年总产值43、031

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J日21．2倍和23．79倍。郊区湖坊乡乡镇企业年总产值16．425

万元，人均850元；顺外村1980年就已成为全国26个先富典型之一，1987年人均收

入1 339元。

市区商业已逐步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商品流通体

制，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7年，市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33亿元·有商业、

饮食业，服务业网点10 911个，从业人员56 819入。有大型集贸市场73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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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万平方米，日均参加集市交易30余万人，年成交额约2．57亿元。生产资料市

场、劳务市场、科技市场、房屋交易市场也已陆续开辟。外贸不断发展，1987年，

供货总额36 748万元，比1978年增长9倍。纺织品、工艺品、机械产品，化工医

药、粮油食品，土畜产品等180多个品种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先后与福州市、南京市、南宁市、合肥市、北京宣

武区、上海黄浦区，天津塘沽区结为姊妹城市。在福州、厦门、广州、南京、宁

波、上海，哈尔滨、海口等8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和企业公司。参加了上海、南

京、武汉3个协作区的活动，同15个省、市签有科技成果转让、技术服务，人才交

流、物资协作等协议。外地驻昌机构已达406家，注册资金总额8 250多万元。在与

国外合作和引进外资的项目中，有12家企业已正式开业。1987年，接待了来自30个

国家和地区来昌旅游、参观、访问或从事各项交流活动的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
14 140人。在对外友好交往中，与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斯科普里市结为友好城

市。

城市建设和公用设施有很大发展。建国以来，新建住宅796．89万平方米，人均

居住面积6．13平方米。八层以上的高层建筑100余栋。市区共有大道、路，街，巷

506条，道路总长284．25公里，面积261．06万平方米。其中，高级道路209．41公里，

面积234．86万平方米。南北向主干道有：井冈山大道、八一大道，迎宾大道、洪都大

道、青山湖大道、沿江路、胜利路，象山路，青山路等；东西向主干道有：解放

路、北京路、南京路、中山路、阳明路、叠山路、孺子路等。布局是以井冈山大

道、八一大道为南北向主轴，呈向东北和东、西方向辐射的树枝状。1957年对横

跨赣江的八一大桥进行了加固改建，1962年建成了横跨赣江铁路，公路两用的赣

江大桥，1963年重建了横跨抚河故道的抚河桥。1980年以来，修建大型铁路和公路

立交桥4座，过街入行天桥6座，人行地道5座。现有公共汽(电)车361辆，营业

线路41条，总长度1 029．55公里。近年新增出租汽车152辆。有自来水厂8个，水

管总长度595．2公里，日供水量52．3万吨，超过建国前一年的供水量。年发电量
69 014万度，用电量173 000万度。公园14座，面积60．49公顷。城市公用绿地面

积1 187．75公顷，绿化覆盖率18．27％。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居民占户数的10％左右，

管道煤气第一期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城区下水道总长度235．9公里，防洪圩堤34公

里。路灯、公厕的设置和垃圾、粪便的清运工作基本可以适应需要。

交通便利，通讯发达。铁路有浙赣、向九．向乐三线，每天有始发列车至北京，

上海、南京、福州、广州，厦门，杭州、武昌、长沙及九江，萍乡，江边村；过境

列车能通往昆明．南宁、贵阳。公路有3条国道过境，车辆可通全省各地及湘，鄂，

闽、粤，皖、苏，浙等邻省。民航班机定期飞往北京、上海、广州、福州、长沙、

西安，武汉、厦门、宁波、香港等地和省内的赣州市。水运以赣江为主，逆水可达

吉安，赣州，顺流可抵鄱阳湖沿岸城镇及长江各口岸，抚河，锦江亦通航。市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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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局(所)79个，1987年启用万门程控电话，并已与国内外210多个城市开通了电

话直拨业务。电报已开辟与京，津、沪等国内大中城市和省内各地、市，县的直达

报路，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电报网络。

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相应发展。市属全民所有制单位拥

有各类科技人员29 438入，1981至1987年共取得科研成果800项，其中，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的21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60项。有高等学校13所，成人高教机构15

所，中等专业学校36所，技工学校22所，农业职业学校7所，普通中学125所，小

学206所，百聋哑学校2所，弱智学校2所。共有各类在校学生290 681人，其中高

等院校为28 037人。有保育院、幼儿园，托儿所1 292昕，在托儿童35 438人。有

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54个，专业影剧院20个，座位24 231个。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

个，专业人员1 125人。区以上文化馆6个，街道、乡(镇)，场文化站49个。公

共图书馆7个，藏书298．9万册。省，市博物馆存有商、周以来的文物46 500件。

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各2个，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老干部活动中心各

1个。文学、艺术专业协会11个。1987年，共发行各种报纸2．86亿份，各种图书

1．65亿册，各类杂志2 754万册。有各级医疗机构622个，其中医院62个，共计有病

床11 164张，专业技术人员15 416人，其中医生6 874人。有体校和业余体校5所，

专业教练员120人，学员1 407人。省、市大型体育馆，场各1个，全市体育健儿

1987年在省级以上比赛中破全省纪录1次，获国家颁发的金牌14枚，银牌91枚，

铜牌75枚。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1987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1 246．77

元。据抽样调查统计，城市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778．78元，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501．34元，其中，郊区767元，湾里区430元。

南昌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精神指引下，正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为逐步建成一个开放型的、多功能的、文明昌盛的现代化城市而努力

奋斗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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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政区历史沿革简表

立置年代
朝代 政区 治所 属 辖 关 系 备 注

年号 公元

属扬州。辖18县(约为 筑土城，辟六西汉 豫章郡 高祖六年 前201年 南昌 今江西省境之大部) 门

始建国莽新 九江郡 9年 宜善元年

东汉 豫章郡 建武元年 25年 南昌 属扬州。辖21县

三国 属扬州。辖16县(约为今

豫章郡 ：南昌 南昌市、九江市全境及
宜春地区东北境部分(吴)
县、市)

属江州，元康元年至咸

晋 豫章郡 南昌 康六年为州治。西晋辖 城设八门
16县。东晋辖14县

豫章郡 属江州。宋、齐辖12
县．梁为江州治，辖8

南北朝 豫章王国 天监元年 502年 南昌 县。陈辖7县

豫章郡 永定二年 558年

洪州 开皇九年 589年 辖4县
隋． 豫章

豫章郡 大业三年 607年
一

洪州 武德五年 622年 属江南西道，为道治。 贞观十一年豫

豫章郡 天宝元年 742年 辖7县 章县城移置东
豫章

章郡 至德元年 756年 湖之太乙观西
唐

乾元元年 758年

洪州 宝应元年 762年 钟陵

贞元元年 785年 南昌

j／／

／

门_¨＼、／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