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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代表某一地理实体的标记和符号，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

变易的，是时代的某种标志，反映着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它不仅直接为人们的生产，生活

和交往服务，而且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等密切相关。因此，实现

地名标准化，是当代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要求。1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县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以及行政区划的变更，新的地名大量产

生I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之风，又加之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的地

名称写规定，因此，地名重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

在。1981年，我们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规定，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

系统的调查核实，做好了地名标准化处理工作，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常宁县地名档案，

提供了基础资料。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

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

的名称进行了普查。这是一项新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因此，我们采取领

导、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运用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的
方法，既注意收集散落在群众中的地名资料，又充分利用典籍中前人整理的地名成果，使室

外作业和室内整理结合起来，达到名实相符，不重不漏，不错不乱，图、文、表、卡一致，

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并且，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

这次全县更名的区1个，更名的公社3个，更名的大队170个(其中汉字重名的161个，汉字

同音的8个，自行更名的1个)，更名的中型水库1个，并对87条派生地名相应作了更正。

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884条，删减地名56条，勘误地名379条。全县共普查地名7，805

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1，569张。

《常宁县地名录》是按照常宁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整理汇编的，是全县各类地名的汇

集，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而成的，也是地名普查工作

的一项主要成果。本地名录收录全县普查的地名，分五大类别进行表列。属行政区划，自然

村的5，688条，自然地理实体391条，人工建筑968条，企事业单位688条，革命纪念地，名胜

古迹15条。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字母注了音。行政单位还注明了驻地和人口数。至于每条

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更替以及所处经纬度，未予收录。

标准地名图，是地名录中的直观形式。本地名录共收编地名图10幅。其中以区镇绘制的

1。5万地名图9幅，分装各区镇扉页处，1：1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l幅，装在卷首。凡地名

图上标有的地名，均可在收录的各类地名中找到，少数地名，由于图版所限，未予标注。这

次普查和编绘本地名图所依据的地图图号，分别注在各区镇题页上。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社三级行政单位和两个国营林场共

叁廿



撰写概况{r6份，其它各类重要的，则另辑录简介，并配以部分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尽量

做到一致。方位；县以省境定方位，区、镇，社以县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距离：一般用
直线里程。面积。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同时折合亩积，田，土、山、林、水面，则以亩

积为单位。名称由来及含义：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远而又合乎情理者

加以保留。引用数字t均以1980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自然村

数用普查数。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常宁县地名普查和《常宁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县长刘积初，副县长徐祥余以及陈治咩r，胡国定等，对地名录的编纂方案和文字作了审定。

田周林具体负责编纂和文字撰写。参加编校和文字整理的还有唐仲山、周松茂、黄新华、

刘慧成等，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是王争鸣，图片除署名者外，均系彭益人摄影。同时，本

地名录的编辑出版，还得到了省，地、县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衡阳地区地名普查办公室给

了具体指导，省测绘局为我们绘制了全县行政区划图，省地质局测绘队为我们绘制了区镇地

名图，衡阳日报印刷厂为本地名录的印刷出版提供了方便。对于他们的热情支持和辛勤劳

动，在此表示感谢。

地名录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在编辑中，力求收录全面，达到思想性强，科学

性准，实用性长。由于时间短促，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领导，专家和

同志们指正。

常宁县地名警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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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县概况

． 常宁县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游。东以春陵水与末阳县为界，

南连桂阳县，西邻祁阳县，北隔湘江与祁东、衡南县相望。地处北纬

26。07’一26。36’，东经“2。07’一“2。Zl’。面积2，044．03平方公

里，折合3，066，045亩。其中水田51 3，1 13亩，旱土97，508亩，有林地

1，300，530亩，荒地342，944亩，水面119，889亩，其它692，061亩。辖

9区、3镇、59个公社，2个国营林场，704个大队，12个居委会，计

4，909个自然村，689，738人，其中瑶族1，876人，回、壮、土家、满，

蒙古、布依、纳西、维吾尔等民族23人，其余均为汉族。

常宁县历史悠久．据清同治《常宁县志》记载：周朝以前属荆，战

国时属楚，秦汉时属末阳县，三国吴孙亮析末阳西南地置新宁、新平

二县，晋太元二十年(公元375年)并新平入新宁。据《元和郡县志》

谓： “因蛮寇止息，遂号新宁。一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县名之

同者，时四川有新宁，故改此新宁为常宁。五代及宋因之。元至元十九一

年(公元1282年)升县为州，无领地。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复降

州为县。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分桂15日州五十四户、地(今庙前公

社西湖大队一带)入常宁县，沿袭至今。

新平故城在县北35里白面石右，城名古城(今柏坊公社双白大队

内)(见清同治《常宁县志》)．新宁旧治在今治南30里三峒口(今』‘

车田公社羊山张家)，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迁至麻洲(今麻洲大

队)，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迁至宜江(今桐黄公社境内)(均见

《旧唐书·地理志》)。元末始迁今治(见《读史方舆纪要》·卷8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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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7)，曾名宜阳，别号宜城；解放后，更名城关。

1949年lo月常宁县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和区、乡人民政权机构。

1 950年6月全县设l o区、2镇、1 74个乡。1 952年，祁阳县石子塘乡的

株木村划入常宁县；6月，金县改设1 3区、3镇、276个乡。1 953年整

缩为儿区、2镇、1 72个乡，1 955年6月调整为1 1区、3镇、109个乡，

1 956年6月撤区并为45个乡、2个镇，1 958年9月撤乡镇建立1 5个人民

公社，1961年又调整为9区、2镇、59个公社、2个国营林场，1981年

9月增设柏坊镇。 、

j 全县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属半山区半丘陵地带，平均海拔约170

米j青山岭、东家老、马鞍岭、狮形岭、老寨岭、天塘山、公斗岭耸立

西南，属南岭余脉，其中天塘山海拔l，265米，是境内最高点。中部和

东北两面冈陵起伏，冲岔纵横，沿湘江、春陵水一带比较低平，松柏茭

河口海拔62．7米，为境内最低点，雨季常遭水患。县境主要河流有湘

江，春陵水(又名茭河)、宜水、潭水等。湘江经祁阳入大堡，沿北界

东去衡南，长84公里。春陵水自桂阳进白沙公社黄泥滩，依境北流，至{

茭河口入湘江，长73公里。宜水发源于塔山北麓，自西南向北贯穿境

内，于江口塘入湘江，全长86公里。潭水源于桂阳，从庙前公社西湖大

队入境，由南向北至县城谷家洲入宜水，全长70公里。 oi

县境属亚热带气候。多年平均气温18．1。C，一月平均气温5．9。C，

日最低气温一6．8。C；7月平均气温29．9。G日最高气温40．1。C。多

’年平均降雨量为1，436．1毫米，多年平均日照为1，577．6小时，年平均

积温6，687．2。C，平均无霜期295天，适宜种植双季稻；但降雨量常不

均匀，多集中于3—6月，7月以后雨量逐渐减少，故常有旱涝之虞。

7：。境内矿产丰富。水口山铅锌闻名世界。大义山南段产锡，北段产

硼。煤炭分布甚广，锰、硫铁、铁、铜、黄金、钨、萤石等亦有相当储

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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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常宁县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建国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人民当家作主，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金县经济以农业为主。三十一年来，共兴建各类型水利工程39，100

处：其中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27座，小(二)型水库141座，、

小(一)型河坝6处，整修和扩建山塘38，700处。修建灌溉渠道1，492‘．3

公里，水轮泵站46处，电灌站201处，小水电站127处，有效灌溉面积四

十’多万亩。拥有农用汽车88辆，大、中、小型拖拉机907台。粮食作物

有水稻、红薯、小麦、高梁，豆类等，1980年粮食总产量58，995．6

万斤，比1950年增加4．1倍。淡水养鱼，总放养水面38，913亩，水产品

37，491担；生猪饲养量452，745头；其中出栏239，218头；油菜籽、花

生：芝麻等油料作物产量10，037担，棉花6，025担，水果7，624担，茶叶

3，432担，苎厢己糖料、烟叶、药材、席草等都有较大发展。

常宁县是湖南省用材林和油茶林基地之一。西南山区盛产杉木捕

竹，中部和东部油茶林漫山遍野，全县有社队林场540个，有用材林

375，238亩，经济林752，927亩(其中油茶林710，098亩)，竹林125，197亩，

森林复盖率达43％。木材蓄积量442，548立方米，楠竹蓄积量1，284．35

万根。1980年金县营造幼林38，315亩，抚育中幼林12．18万亩，垦复油

茶林1I．8万亩，生产木材7，100立方米，竹材107万根，茶油564万斤，。

提供商品茶油372万斤，曾居全国首位。
’．ii业生产，解放后逐步发展矿产采掘、机械制造、建筑材料、化

i、造纸，纺织、食品以及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社队企业从六十年代开

始兴办，1980年达1，315个，从事企业的劳动力32，782人，占农村劳动

力的12．4％。‘县属全民企业21个，职工4，842人。全县工业总产值达

14，532万元。主要产品有原煤、铅、锌、锡砂、硫铁矿石、硼矿石和氮

肥、磷肥，农药、水泥、柴油机、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水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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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机制纸，以及棉布、羽绒制品、铝制品、日用陶瓷、塑料制品，

饮料酒等，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轻工业有了很大发展。

交通运输，较为方便．有公路干线连接衡阳、衡南、未阳、桂阳，

祁阳、祁东等市、县，境内有主要支线和短途支线八十多条，总长867．91

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48．7倍。所有公社和80％以上大队可通汽车。松

柏至水口山、柏坊煤矿至红旗焦厂还有矿区小铁路。湘江、春陵水常年

可以通航，宜水下游雨季可供小型货船来往。 ．．

境内商业网点密布．全县有国营财贸基层单位296个，农村集市贸 ，

易38处；县、区、镇、公社都设有供销社，大队有代购代销点；小集镇

的个体商业户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所有这些，沟通了城乡贸易，搞活

了农村经济。1980年全县商品和农副产品购进总额达3，005万元，商品

零售总额达6，628万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达l，451万元，有力地促进

了生产的发展。1980年社员分配收入101．13元，比1957年的48元提高了

两倍多。

解放初期金县只有1所中学，282所小学。现有县级中学6所，区

镇社中学73所，小学709所，共有教职员工6，911人，在校学生123，376

人。县镇内设有电影院、剧院、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区镇社有广 ．

播站、电影队，部分区镇社有文化站、电影院。金县有医院10所，中医。j

院l所，卫生院61所，共有病床1，619张，医务人员1，708人。大队有保

健室。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

境内有1922年水口山工人暴动中的工人俱乐部及康家戏台、工人补。

习子弟学校第二校和召开工人骨干会议、工人夺枪会议旧址，以及1927，．’

年县农民协会和草塘乡农民协会会址。新平故城遗址和清同治五年(公

元1866年)建造的七层石塔——培元塔，是县内重要历史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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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

CHENGGUAN ZHEN

7—49—57一丁

镇人民政府驻地：城东居委会东正街



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为常宁县县城，地处县境中心。北纬26。247，东经112。237。东接曲潭公社，南

连瑶塘、樟塘公社，西至正同公社，北抵桐黄公社。全镇面积17．17平方公里，折合25，755

亩。城区划分3个居委会，辖34个居民小组。郊区有2个蔬菜大队，10个农业大队，下辖83

个生产队，44个自然村。人口24，487人(包括县机关、厂矿、学校人数)，其中农业人口

10，935人。除瑶族12人外，余为汉族。

城关镇四面环山，中间比较平坦。宜水、潭水流经境内，于城区西北谷家洲汇合。该镇

为常宁县交通枢纽，与周围各县及县内各区社之间都有客货汽车往来，交通称便。

城关镇是个古城。宋开禧年问建有魁星阁，并设有学宫，旧名芹东书院，宋学者袭梦

锡、王习隐在此讲学。元末迁县治于此。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始设木栅；正统八

年(公元1443年)易筑土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甓以石，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加

修，内外皆石，上以石复，周围长674丈，高1丈5尺，厚l丈2尺，设有四门：东青阳、南

临桂、西西江、北望湘，县城规模初具。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筑女墙，建城楼，咸

丰四年(公元1854年)四门立卡房，并建炮台及天心阁。因位宜水之北，遂名宜阳，别号宜

城。解放前设有宜阳镇。解放初属第一区，1953年设城关镇。镇人民政府原驻南正街，1981

年底迁东正街。

解放前，城关镇街道狭窄，屋宇破旧不堪，石路坎坷不平。解放后，在城内扩修和新修

南北纵向的有五条街(南正街、南后街、西上河街、西下河街、北正街)，东西横向的有六条街

(西正街，西上街、西下街，东正街，东北街，东后街)。楼房林立，鳞次栉比。昔日的刑

场建成了居民区，乱坟冈上盖起了厂房，东正街、东北街正在兴建，城区不断向四周扩展。

城关镇是常宁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党政机关均设在镇内，并逐步由消费变成生

产比较发达的城镇。现有农机、电机，建筑材料，汽车修配、造纸、化工，印刷、棉织、酿

造，食品加工等县办和镇办工厂三十来个。其中镇办企业8个，有职工五百三十余入，所产

水泥和纸箱畅销省内外。镇、街道和郊区大队企业，1980年产值三百零七万多元。镇内商业

网点密布，南正街设有贸易市场，每天，人们云集于此，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1949年，镇内只有初级中学l所，小学5所，教职员-1=68人，学生一千五百多人。现在

已发展完全中学3所，小学14所，教职员工328人，学生6，526人。镇内有广播站、文化馆、
图书馆、电影院、歌舞剧团等。有县医院2所，地区煤矿职工医院l所，镇医院l所，均是

分科治疗，共有病床547张，医务人员426人。

全镇共有耕地7，151亩，其中水田6，351亩。除蔬菜大队外，郊区10个大队以粮食生产为 一

主。共修建小(一)型水库2座，小(二)型水库2座，抽水机165台，有效灌溉面积五千八

百多亩。有大、中、小型拖拉机49台，汽车6辆。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947．36万斤，相当于解

放初期的3．5倍，社员平均分配收2＼．141元，居全县第一位。全镇林业用地6，040亩，其中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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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杯5，157亩。
镇内曾有双蹲书院，合江书院，魁星楼、湘山寺，考棚、文庙，濂溪祠等。城区旧有八

景。天开石榜、地涌魁星、湘寺晓钟、茭潭晚渔，桃洲春浪、泉峰夕照、西桥夜月、南岭霁

雪，遗址残存。西下河街的康庄，系1927年县农民协会旧址，为县革命纪念地之一。

◇××××x必×K××x义××x必×必xKx××××X×K蹿删>戗x咒>双◇

天开石榜

——常宁八景之一

石榜高悬学舍边， 不施斧凿出天然。

烟笼远讶鲛绡薄， 苔蚀浑疑御墨鲜。

浯水磨崖堪伯仲， 齐安赤壁隔天渊。

此中好展如椽笔， 何必名从雁塔联。

(摘自清同治《常宁县志》)

◇×戈蹦x×x×x××××>‘××，文××蹦×X炽×××X}默×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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