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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人民政府

关于颁发《长沙市地名录》。的通知

《长沙市地名录》业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现予发行。

《长沙市地名录》是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根

据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进一步考证、补充编写而成。它反

映了我市地理特征、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文化等状况a对继承我

市地名历史遗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入民群众生活服务，

均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一部态录结合、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国

家档案资料的一部分。今后使用我市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

港、场等名称)，一律以此录为准。

《长沙市地名录)》在内部发行，注意保存。

-I惫沙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_年三月多



前 言

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地名

管理，适应“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湖南省人民

政府的有关要求，对1982年我市地名普查取得的“地名成果表"、 “标准地名

fit"、 “地名卡片”等成果资料，进行补充、修订、整理，汇编了‘长沙市地名

录>‘．这是长沙市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具有法定意义的地名工具书。

‘长沙市地名录》的内容包括： (一)长沙市概况及沿革， (二)行政区划

及自然村， (三) 街巷及居民区， (四) 自然地理实体， (五)人工建筑，

(六)有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七)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及

游览地I (八)附录， (九)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 (十)地名汉语拼音及地

名图索引。本录共收各类地名5，344条，重要地名概况材料322篇，并配有地名图

15幅，照片46帧。还配有挂图2幅、历史地图9幅和其它有关资料。

．：长沙市地名录》 采用志、 录结合的编辑方法， 收录了全市各类地名的

标准名称和汉语拼音， 对重要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 沿革和概况作了说明。

<长沙市地名录》 反映了我市历史、 地理、 民族、 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状况，

是几千年来我市历史文化和地名遗产的一次总结。由于体制改革和行政区划的变

更，因此对地名普查成果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文字统计资料一般截至1984年底。

地名图与标准名称一览表配合使用，基本上反映地名普查成果，但不作为划分行

政区划界线的依据。 ．

地名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是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

编纂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长沙历史悠久，地名内容复杂，涉及面较广，我们

虽然进行了调查考证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但由于时间仓促、人力不足、

水平有限，贻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阅后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今后订正，有

利于我市今后的地名管理和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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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沙市概况及沿革



面积57平方公里。

长沙市是湖南省省会，辖东，南、西、北四区及郊区和长沙、望城，浏阳、宁

乡四县。市区有街道办事处32个，郊区有9个乡，农场、渔场各4个，园艺示范场1

个。1984年(不含四县)有306，653户，1，123，923人，市内四区有872，908人，

郊区有251，015人，其中共有回、土家、苗、壮，满、侗等24个少数民族

5，151人，省、市人民政府分别坐落五一中路和五一西路南侧。

长沙市区依山傍水，湘江由南北去，直泻洞庭湖。浏阳河自南郊入境，流经东

郊，蜿蜒曲折向西，捞刀河从长沙县流经北郊，靳江河自望城县境折东进入西郊，

三水均汇人湘江。市区东、北、西三面临水，‘形成河谷平原。岳麓山屏障于西，

豹子岭、金盆岭起伏于南。湘江以东，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湘江以西，则西北

高，东南低l海拔一般在40至70米间。捞刀河入湘江河岸处海拔29米。岳麓山海拔

300米，为市区最高点。境内河川交错，风光秀丽。

长沙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具有四季分明，降水充沛，盛夏高温，冬季

湿冷等特征。年平均气温17．2。C：一月最冷，平均4．7。C。气温在零度以下，年

约20天。七八月最热，平均29．5。C。气温在35。C以上，年约32天。年平均总降水

量】，，422．4毫米。四至六月雨水集中，月降水量平均为184．5至245毫米。全年雨日

约150天。冬春多北风，夏季多南风，风速年平均3米／秒。夏秋较干旱，夏旱平

均31天，秋旱平均40天。相对湿度年平均80％。日照时数年平均1，726小时，积

温5。466。C，无霜期长，年平均279．3天。 一

长沙土地肥沃，自古农业发达，盛产稻米。《史记·越世家》载“⋯⋯长沙，

楚之粟也”，可见战国时期长沙就是生产粮食的基地；明、清有“湖广熟，天下

足，，之称，旧时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建国后，除水稻生产外，蔬菜，牲猪，柑

橘，鲜鱼等生产均有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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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等组成同盟会，策划湖南及全国起义。辛亥武昌首义，长沙率先响应，从

而推翻清皇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岳麓山有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蔡锷、

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蒋翊武及爱国志士焦达峰．陈作新、刘昆涛等

墓葬，供人凭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蔡和森、何叔衡、向警

予：．郭亮、夏明翰、夏曦、徐特立、李维汉，柳直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 烈士，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他们组织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

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创办湖

南自修大学和工人夜校，开展学生爱国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坚持反对帝

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工农群众踊跃支援和投身北伐战争。市内革命纪念

地有新民学会成立会IEi址、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旧址、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IEI址、

湖南自修大学旧址、望麓园旧址、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旧址、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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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晚亭、桔子洲头等处。

长沙文物名胜、古迹众多，发掘楚墓近二千座，汉墓近八千座。浏城桥楚墓、马

王堆汉墓更为举世瞩目。出土文物有帛画、缯书、彩绘漆器，精巧织品及印花织物、

竹简、毛笔、钢剑等，还有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尸。长沙窑的釉下彩瓷，远在唐代，

即蜚声海外。 “岳麓之胜，甲于湘楚"。．麓山寺始建于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

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称。麓山寺碑为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大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后称。北海三绝碑"。岳麓【jJ东麓为岳麓书院旧址。市

内还有贾谊故居，五代楚王马殷兴建的开福寺，清乾隆年间修建的天心阁等名胜。

长沙历经战乱，城市屡遭破坏。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文夕"大火，

公私建筑焚毁十之八九。建国前，市容残破，街道坎坷。建国舌，在党和政府领

导下，长沙人民意气风发，战胜重重困难，清除废墟，扩建马路，陆续兴建高楼大

厦，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使长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长沙昔为内陆消费城市，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建国后有了迅速发展，现已拥

有纺织、轻工，机械、化工、电子、冶金、建筑材料、医药、食品等部门。1984

年工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1949年的62倍。传统产品湘绣，日用

陶瓷，以其精湛技艺，独特风格，驰名中外。羽绒制品亦颇负盛名。农业大有提

高，1984年郊区农业总产值达14，873万元，土特产茶叶、柑橘、牲猪、鲜鱼、湘

粉、蘑菇、黄花亦有声誉。 ．

城市建设发展较快。建国以来，城区已由1949年的6．7平方公里扩展为57平方

公里。往昔城郊荒僻，现在道路纵横成网。新兴工业区，科研、文化教育区以及居

民住宅遍布城郊，房屋建筑面积达2，058万平方米，其中新建、改建住宅面积1，062

万平方米。市政建设和公用设施也有较大发展，至1984年末，新建和改建道路366．

公里。现有路、街、里、巷千余条。其中五一路是横贯市中心的东西向主干道，

东接长沙车站，西连湘江大桥，全长4，180米，宽60米(五一西路宽46米)，人车分

道，快慢车分流，平坦笔直。与五一路交叉的南北通衢有黄兴路、蔡锷路、韶

山路和沿江大道。长沙城区三面临水，已建大型桥梁一座，中型桥梁四座，解决

了河道阻隔问题。湘江大桥为十七孔双曲拱桥，全长1，250米，宽20米。支桥连通

桔子洲头。市内公共汽车四通八达，1984年有营运公共汽车380辆，行车线路24

条，行车里程278公里，营运轮船51艘，营运里程54公里。新建水厂五座，铺设水

管515公里，1984年底日供水能力44万吨。新建、改建排水管道333公里。全市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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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历史沿革简介

长沙是历史悠久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文化名城。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原

始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据史籍记载，相传虞舜时，长沙属三苗围。长沙地名

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中，周成王时，各地献方物，有“长沙鳖"的记载，

物以地名。长沙得名应在此之前，其名称来历说法不一，以“沙土之地"得名较属

可信。春秋战国时，长沙属楚国，隶黔中郡，是楚南方重镇和重要粮食基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划黔中郡东南部地区置长沙郡。从

此，长沙列入全国行政区划。秦时郡治设湘县(今长沙市)。

汉兴，改湘县为临湘。高祖五年(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增

筑城垣，后国除。景帝元年(fi订156年)复置长沙国，次年封子刘发为长沙王(定

王)，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废长沙国，改置填蛮郡。将郡治临湘县改为抚睦

县。东汉初恢复长沙郡和临湘县旧称。

三国时，长沙郡属吴。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分临湘地置浏阳县，

割临湘县湘水以西及衡阳郡的湘南县地设置湘西县。

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置湘州， 辖长沙郡，州、 郡治所均在临

湘。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废湘州。

南朝宋复湘州。仍辖长沙郡。齐、梁、陈因之。 。、

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湘州为潭州，改临湘县为长沙县，。是为长

沙称县之始。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潭州，将测阳、醴陵两县并入长

沙县，隶属长沙郡。

唐初，将长沙郡改为潭州，属江南西道。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后，分长

沙县地，复置醴陵、浏阳二县。玄宗天宝年问，改潭州为长沙郡，安史之乱后，

又恢复潭州名。

唐末，马殷据潭州。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马殷被封为楚王，建楚国，

都长沙，改潭州为长沙府，是为长沙称府之始。旋又改长沙府为潭州。后汉乾佑

三年(公元950年)，分长沙县东境设龙喜县(故城在今长沙县鹿芝岭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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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复长沙郡，置潭州，属荆湖南路。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罢龙喜

县置常丰县(故城在今长沙县槊梨镇附近)。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将常丰县

并入长沙县。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分益阳，湘乡部分县地设宁乡县。元

符元年(1098年)，以长沙五乡、湘潭两乡设置善化县，与长沙同城而治。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湖广行省，置潭州路，天历二年(1329年)，

改潭州路为天临路。道宣慰司、路，县治所俱设长沙。

明初，废路置府。洪武二年(1369年)，改天临路为潭州府，洪武五年(1372

年)，改潭州府为长沙府。

清初，仍沿旧制，设长沙府、长沙县、善化县。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右布政

使司驻长沙，遂为湖南省会。雍正三年(1725年)，设湖南巡抚。省下设道，辖府，

县。长沙、善化二县隶属长宝道、长沙府。省，道、府、县治所俱设长沙。清末

维新变法运动，长沙为最富朝气的省会之一，黄兴等创建的华兴会也成立于此地。

民国元年(1912年)，善化县并入长沙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长宝道

为湘江道。 “五四”运动前后， 长沙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

一。民国十一年(1922年)，撤除道制。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始建长沙市，由

省直辖。从此市、县分治，长沙县治所仍在市区内。民幽二十七年(1938年)，长

沙rii大火后，曾将长沙市暂时并入长沙县。氏刚三十一年(1942年)，恢复长沙市，

辖城内东、西、南、北及郊区文艺、会春、金盆、岳麓八区。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成立长沙市人民政府，仍辖以上八区。长沙市为

湖南省会，属省直辖。1951年从长沙县分湘江以西地域及湘江以东毗连地区增置

望城县，县城设望城坡，后迁高塘岭。1953年设水上区，1956年并人西区。1959年

2月，望城县与原长沙市郊区并入长沙县，并将长沙县由湘潭专员公署划归长沙市

管辖。1978年初复置望城县，仍由市管辖。1983年2月，湖f轲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

市领导县，长沙市除辖城内东、南、西、北及郊区外，并辖四县，除长沙、望城

两县外，并于同年7月将宁乡县从益阳地区行政公署、浏阳县从湘潭地区行政公署

划人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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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名由来辨析

长沙历史悠久，是国务院第--ttl：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长沙的名称见于文

字记载距今R有三千年的历史了，但长沙因何得名，历来说法不一．有关史料记述也有不

同·有长沙星．万里沙祠．沙长如米、桔子洲形长及沙土之地等，其中以长沙星说流传广、

影响大，又称长沙为星沙。为了弄清rF-．沙得名的来历，现作如下考证与分析。

星说始于《史记·天官书》，有“轸为车，主风，其旁一小星，p--j长沙。”据清代吴汝纶

考证，《史记·天官书》引自战国时魏国人石申所著《星经》，据推算在公元前403年以后。我国

古代对天文星象的认识有二十八宿， 其星名始见于殷商甲骨文．至春秋末年， 见于《诗经》

的只有八星，见于《左传》、《国语》的十二星，《尔雅》记有十七星，《月令》载有二十六星，直

至战国末叶，《吕氏春秋》才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宿。轸宿始见于《吕氏春秋·十-TJ纪》，其

’时尚没有长沙星的记载，假定长沙星与轸宿同时命名，最早不会超过春秋时代。而长沙地名

始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历代学者考证其叙述用初事迹可信，长沙地名载于公元前十一世

纪的周初。(fill海经》中也有“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的记载，《【【I海经》当在《吕氏

春秋》之前。长沙作为地名比长沙星名早几百年，长沙地名来源于“长沙星”依据显然

不足。

万喂沙祠说出于《十三三州志》： “有万里沙祠，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故日长沙也。”

湘州为两晋怀帝永嘉元年(弓。砗)置，辖长沙郡，州、郡治所均在临湘(今长沙市)。据
《资治通镒》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至LIJ东东莱祷告万里沙，还祠泰山。注：“应

劭日：万里沙，神祠也!”据《大清一统志》中“祠在莱州府城东三十里”，从时间空问看来，

山东东莱的万里沙祠与湖南长沙难以联系。

沙长如米说湘江河岸有白长沙如米，或说长一寸半乃至三寸，并无文字记载，只在民间

口头传说，不足为信。

桔予洲形长说以狭长的沙洲(桔子洲有“长岛”之称)得名。据《湖南省志·地理志》引

《太平寰宇记》说： “晋惠帝永兴二年，此洲生。”那么，枯子洲的形成比长沙地名始见于文

字记载晚一千多年，这一说法也缺乏根据。

沙土之地说见于《善化县志》认为：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沙土之地即为长沙。此说较

为可信。地名的产生是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而产生的。据考古发掘、研究，长沙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聚居在此劳动生活。长沙县南耗乡大塘发掘有新石器大溪时期文

化遗址：在郊区大托铺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在长沙市傅家洲，也发现有新石器时

代人们的生活遗址。长沙濒临湘江，又处于湘江下游，地势趋于平缓，从上游冲刷的沉积

岩、沙岩、页岩等沙粒，多汇集沉积在下游一带，长沙地区多沙洲和长条形沙滩．当时人们

出自直观，根据地貌特点而命名长沙，约定俗成，流传后世。因此，长沙由地貌特征来命名

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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