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々、，

一P—_^

∥∥：‘p
蠹簿躺∥熏。≤藿≯莎；迄汐。龟g C等：，j⋯“

』!恳骘重葛!羹蓥麓!晨冀

簇暴
薹}鬻!蓬曼i．z量

，、 f．
、、：一一冬《∥急。一b

＼一 ‘i

V“—＼。

、。

、

、

e—’

r”迅
一

席一

≯。

参落．I噶≯穗』寥毫，痞≤释，爨。誊”i褊

，●，●

澄
00一蠹“声l_j|

，

”鹫一一

．I：1蕊

娶=l；疹溅
1

．：_．．托曩"=|㈦
≥∥

，嗡9

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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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ANGSUSHENG

江宁县地名录
JIANGNlNl3XIAN 卫IHINGLU

江宁县地名委员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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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q 百

《江宁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979年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在

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对全县各类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之后进行编纂的。

这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主体的载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简况的资料书，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反映；是各部门、。各

单位使用各类地名的法定依据；也是提高行政科学管理的一项基础工

作；是重要的地名档案之一。

全《地名录》约30万字，共编入县，乡，镇以上行政区划以及其它重

要地名(包括名胜古迹)概况60篇，县，乡、镇地名图和地名照片26幅，

录写了各类地名3800余条，约占全县普查的地名总数90％。所录地名是

现行标准名称，均经过普查考证与核对，基本上纠正了我县长期以来

在地名方面存在的混乱现象。书中录写的每一地名，分“标准名称黟，

“汉语拼音黟、“备注力三栏。为使读者了解地名的确切含义，除极

少数顾名思义者外，均在“备注霄栏中作了简要的说明，一般地简述了

地名的由来、含义和沿革，少数记载有重要历史事件及其它情况。书中

附录部分编有县政府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江宁县更名的大队新旧名

称对照表》、《县属企事业单位一览表》、《江宁县部分自然村新旧名称对

照表》，《关于本县地名中特殊读音字及地方性生僻字的说明》o书后还

附有《江宁县行政区划名称首字音序排列顺序表》、《行政区划与居民地

名称首字笔画索引》等。今后各行业使用本县地名，均须以本书中的标

准地名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或重新命名的，应按国务



院和省市有关规定，经县地名办公室审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

效。

本书系内部发行。书中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使用的各种

数字，除人口数是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概数外，其余均为县统计局和有

关部门在1982年底统计的概数；行政区划面积均为约数；“海拔’’为吴淞

高程。书中地名图均按所属关系排列在文字概况资料之前。县地名图成

图较早，后因行政区划变动，与乡镇地名图略有出入，实用时以乡镇

地名图为准。地名图上行政区划界限，均未经实测，不能用作划界的

依据。

书中附录部分《江宁县废旧区、乡(镇)名简表》、《江宁县废旧自然

村名简表》所录地名，以及正文“备注一栏中原名、别名、俗名，只供

查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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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宁 县 概 况

江宁县位于江苏省西南部，长江南岸，北靠南京，与江浦、仪征两县

隔江相望，南同溧水县毗邻，东与句容县衔接，西和安徽省当涂县、马鞍

山市接壤。经纬度为：南起北纬31。38 7，北至北纬32。137，西起东径

118。31 7，东至东径119。04 7。全县总面积一千七百一十平方公里。总人

口七十三万三千一百人，其中农村人口六十八万七千一百人，城镇人

口四万六千人，多为汉族，少量回族。全县设二十四个乡，三个县属镇，

五个场圃，三百七十七个行政村，二千八百四十六个自然村，三十个自

然镇。县人民政府在东山镇。

江宁历史悠久，文明古老，早在四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

地上活动，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湖熟文化竹。《左传》记载：“鲁襄公十年，

楚子重伐吴，取鸠鹚至于衡山"。鸠鹚即今芜湖，衡山即横溪乡的横山。

春秋战国时期，江宁这一带属吴国，是吴楚两国争夺的要地。春秋末，越

灭吴，为越国所辖。未几楚灭越，属楚国金陵邑辖。秦始置秣陵县。汉代隶

属丹阳，湖熟、秣陵三县。三国时隶属东吴建业县。晋改建业为建康，于太

康二年(公元281年)分建康设江宁县。据《金陵待征录》载，江宁县名取之

于“晋帝初通江南，以外江无事，宁静于此移之意。隋废建康并入江宁县。

唐设舁州，改名上元。五代十国时，南唐改异州为江宁府，析置江宁，上元

二县。宋，元，明、清均为上元，江宁二县，隶属建康府、江宁府、集庆路、应

天府、南京、江宁府。民国时废上元县并入江宁县，先后隶属南京市、江

苏省行政公署、金陵道尹，江苏省。一九四九年后，隶属镇江专区。一

九五三年，栖霞山、仙鹤门、沧波门等一些乡镇分别划归南京市栖霞

区和雨花台区。一九五八年改属南京市。一九六二年复归镇江专区o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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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田连阡陌，土质肥沃。大多数乡，村实行麦、稻或油，稻两熟制，

沿江洲地多为棉，麦连作区。

．在地质方面，境内的低山丘陵，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的岩浆活动。

著名的方山、娘娘山，射乌山以及与句容毗连的赤山，都是第三纪以

前的堆积山(即火山)，岩性、岩层及地质构造都很复杂，蚀变矿化比较

普遍，矿产资源较多。现已开发或查明的有铁，铜、铅，锌，锰以及石

灰石，石英石、石膏石，砂石，陶土等十多种。 _．

’

· 览 ●



解放前，江宁县经常遭受旱涝灾害，农业十分落后，人民生活贫苦。

据有关资料查证：按一九八O年不变价计算，一九四九年全县农业总产

值只有六千三百九十五万八千元，人平一百六十元。许多乡、村田园荒

芜，十室九空。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人民积极兴修水

利，大力改善生产条件，兴利除害，初步改变了圩区易涝、丘陵易旱的面

貌。一九七八年又开挖了秦淮新河，基本根治了历史上经常泛滥成灾的

江河水患。加之耕作制度逐步改变，农业科技逐年推广，全县农业生产有

了很大发展。一九八二年农业总产值达三亿一千零三十七万元。比一九

四九年增长三点八五倍，人平约四百五十六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两

倍。其中粮食总产量九亿零伍百六十八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点五

五倍；油料总产量四千零九十三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七点一倍；棉

花总产量一百八十九万四千斤，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林、牧、副、

渔等多种经营生产都有了成倍地翻番。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员分

配人平一百六十九点七元(不包括家庭副业)，涌现了一批千斤油、万斤

粮和万元的户。

解放前，全县工业只有几家小型的私营油米加工厂和作坊。解放

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一九Jk-"年县办厂矿企业有钢铁、化肥，水

泥，化工、玻璃，缫丝等六十三个，社队企业有化纤，针织，灯泡，轮

窑、造纸等一千一百二十四个，工业年总产值达二点一九亿元，比解放初

期增加七十四倍。

城镇建设面貌日新月异，商业、饮食服务业和文教卫生事业等不断

发展。解放初，全县集镇破1日不堪，居民很少，既无电灯、自来水，又无文

化和卫生设施。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原集镇不断改造扩

大，新集镇相继出现，高楼耸立，市容焕新，经济繁荣，商业网点遍及各

地，货源充足，购销两旺。全县有小学六百五十二所，中学一百二十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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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有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电影院、锡剧团，新华书店等；各乡，

镇有文化站、电影放映队，家家户户都装上了有线广播。县、乡有医院，村

有合作医疗站。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江宁水陆交通方便。境内公路四通八达，全长一千四百四十三公里，

其中沥青路面一百四十七公里。宁杭，宁溧、宁望、宁丹、宁芜公路都

穿境而过，沪宁、宁芜铁路也经过县境。县内公路及简易公路连接各乡

村。全县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行政村通了班车。年客运量达五千七百多万

人次，货运量达一千七百八十九万吨。外江有轮渡通往苏北仪征、江浦

两县和安徽和县，内河有舟楫之利，年运货量达一千八百万吨。

全县名胜古迹较多，以牛首山、方山，南唐二陵和汤山温泉等最著

名。牛首山在县境西南部，琢峰角立，形如牛首，有弘觉寺等胜迹。方山

在县内中部，顶部为玄武岩复盖，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执于此。南唐

二陵在祖堂山南麓，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中外闻名的汤山温泉在汤山镇，

泉水含硫磺等矿物质，可治神经痛等病症，为疗养胜地。全县已出土的

文物达数千件，有二十三处古遗址古建筑等被列为省市文物保护单位。

江宁县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太平天国时，江宁是太平军的重要

大本营。抗日战争时期，又是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之一，曾设横山县

和江宁县。陈毅、张鼎丞，谭震林，粟裕、彭冲、傅秋涛、罗忠毅、廖海

涛、黄火星，江渭清、邓仲铭、钟期光、钟国楚、熊梦辉等同志在这里开展

过抗日活动，许多中华优秀儿女，为驱逐侵略者， “还我河山"，浴血

奋斗。解放战争时期，江宁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决顽强的

斗争。现在云台山、土桥、龙都等地都建有革命烈士纪念碑。解放后，

人民翻身做了国家主人，除旧布新，积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目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正沿着党的搿十二纾

大制定的宏伟蓝图，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江宁县历史沿革表
’朝 代 年 代 当时的县名

约60万年前一4000多年前

夏 约前21世纪一约前16世纪

商 公元前16世纪一约前1066

西周 公元前11世纪一公元前771年

春秋(吴) 公元前?70年一公元前476年

战国(越、楚> 公元前476一公元前221年 金陵邑

秦 公元前221一公元前206年 袜陵．丹阳，江乘县

汉 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 秣陵，胡孰、湖熟、丹阳，
江乘县

三国(东吴) 公元222—280年 秣陵，建业，丹阳县

西晋 公元265—316年 秣陵，临江，江宁，湖
熟、江乘县

东晋 公元317—420年 秣陵、建康，江宁，湖
熟、丹阳县

宋 公元420一479年 江宁，湖熟，丹阳县
齐 公元479—502年 ， 江飘熟■丹阳县——
梁 公元502—557年 江宁，湖熟■再陌县一
陈 公元557—589年 江宁，湖熟、丹阳县

隋 公元581—618年 江宁县

唐 公元618—907年 江宁，归化，金陵，白
下、冶城，上元县

五代十国(杨吴) 公元907—937年 上元．江宁县

南唐 公元937—975年 上元，江宁县

宋 公元960--1 279年 上元，江宁县

兀 公元1271--1368年 上元．江宁县

明 公元1368--1644年 上元，江宁县

清 公元1644—19 11年 上元，江宁县

太平天国 公元1853---1864年 上元，江宁县

中华民国 公元1912--1949年 江宁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元1949一 江宁县

注l(一)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五月我新四军进入江宁，曾设江宁，横山二县。

(二)本表资料来源于‘上．江县志>，<江宁县政概况)，‘中国历史年表>等书。



江宁县行政区划名称变动情况简表
(1949——983)

卑 份 区 别 乡 (镇) 名 备 注

‘一 东山镇、淳化镇、．上高镇、岔路镇，
1949点

区 桥头镇、殷巷乡、解溪乡、泰山乡。

_—I 东山镇，殷巷镇，桥头镇，岔路镇，

秦淮乡，共和乡、洋桥乡、渡桥乡、 淳化，上高、解溪

1950点 ● ．：

方山乡，石马乡、麒麟乡、方宁乡、
等乡镇另建九区。

“区“ 泰山乡，定坊乡。
。

-l’

●一
一东．山镇、殷巷镇、岔路镇、桥头镇、

1951—
／

+●‘

秦淮乡、共和乡、洋桥乡、渡桥乡、

1952点 石马乡、麒麟乡、方山乡、泰山乡、

区 定坊乡。 ：
t

●一
东山镇，殷巷镇、桥头镇、岔路乡，

‘

夹岗门乡由南京划
秦淮乡，共和乡、洋桥乡，渡桥乡，

1953生
方山乡、石马乡，麒麟乡、泰山乡、

入o
t区

定坊乡、夹岗门乡。

1954— 东
山。． 同 上

1955年 区

东 东山镇、桥头乡、殷巷乡，岔路乡， 泰山、定坊，夹岗
1956阜 山，．

区 解溪乡、高桥乡，上坊乡，秦淮乡。 门等乡划归南京o

1957年撤区并乡，1957点 东山镇，殷巷乡，上坊乡。 东山镇划为县属镇。

1958年 。东山会社。 。 ⋯． ⋯

1959—
东山公社、上坊公社。

1960年一

～

东山公社、上坊公提一&豢分硅0方～⋯
1961年 。紊‘面镁r筹县羼镁i：

一山公社。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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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江宁镇，谷里镇，陆郎镇、铜井镇，
1949年

区 牧龙镇，风雅乡，板桥镇o

-● 江宁镇，谷里镇、风雅乡，石坝乡、
●一 原铜井镇、陆郎镇

1950皋 永乐乡-新民乡，三山乡，风林乡．
等另建为十区。

区
安乐乡，板桥镇、近华乡。’。 。

江宁镇、谷里镇、板桥镇，桥北乡，
’二

1951— 近华乡，桥南乡、风雅乡，安乐乡，

1953年 石坝乡，永乐乡，新民乡，三山乡，
区

风林乡。 ．．一

板 江宁镇，谷里镇，三山乡、安乐乡，
1954—

桥 一石坝乡，1’新民乡，近华乡、’风雅乡、
1955生

区 风林乡，板桥镇、桥南乡，桥北乡。

江 江宁镇，铜井乡，风雅乡，三山乡√ 铜井区并入本区。

1956年 宁 谷里乡、清修乡、牧龙乡、陆郎乡、 板桥，近华、桥北，桥

区 石坝乡、新济乡。 南等乡镇划归南京。

1957年 汪宁乡、谷里乡，锕井乡，陆郎乡。

1958— 江宁公社、谷里公社，铜井公社，j

1981点 陆郎公社。

1982一 江宁乡，谷里乡、陆郎乡，铜井乡。

●

1949年
二 陶吴镇、东善镇，横溪镇，小丹阳

区 镇，朱门镇，元山镇，西安乡。

： 陶吴镇，横溪镇，小丹阳镇，元山镇，
●一

朱门镇、东善镇，陶西乡、陶南乡、
1950年

公塘乡j-长山乡0横山乡，云冶乡，
区

山岗乡，兴隆乡，西阳乡，西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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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区 别 乡 c镇) 名 I 备 注

陶吴镇，横溪镇，小丹阳镇，元山镇
三1951—

朱门镇，东善镇，陶西乡，陶南乡，

1952点 公塘乡，长山乡，横山乡、云台乡、山岗．
区

乡、兴隆乡、西阳乡、西安乡、陶东乡。

陶吴镇，横溪镇、小丹阳镇，东善乡，
●●二

朱门乡，元山乡，陶东乡，陶西乡、

1953年 公塘乡，长山乡，横山乡，云台乡、

区
山岗乡、兴隆乡，陶南乡，西阳乡，

西安乡。

1954— 陶
吴 同 上

1955阜 区

陶 陶吴镇，东善乡、小丹阳乡、元山乡、
1956阜 吴

区 横溪乡，横山乡，朱门乡。

1957卑 陶吴乡、东善乡，横溪乡、小丹阳乡。

1958— 东善公社，陶吴公社，横溪公社、

1981年 小丹阳公社。

1982一 东善乡、陶吴乡，横溪乡、丹阳乡。

四 禄口镇、袜陵镇，铜山镇、秦曾镇、
1949年

区 和平乡、仁孝乡。

禄口镇、袜陵镇、铜山镇、曹村镇、
四

1950—
秦村镇，爱陵乡，晋陵乡、信陵乡、

1952年 义陵乡、和平乡，和定乡，齐尚乡，
区

水晶乡，仁孝乡。

禄口镇，秣陵镇，铜山镇，曹村乡、
四

秦村乡，爱陵乡、晋陵乡、信陵乡，
1953年

义陵乡，和平乡、和定乡、齐尚乡、
区

水晶乡，仁孝乡。 ：

·8 ·



年 份 区 别 乡 (镇) 名 备 注

禄 禄口镇、袜陵镇、铜山镇、曹村乡、

1954—
秦村乡、爱陵乡，晋陵乡，信陵乡、

d

1955血 义陵乡、和平乡，和定乡、齐尚乡、

区
水晶乡，仁孝乡。

禄 禄口镇、秣陵镇，和平乡、曹村乡，
1956血 口

区 铜山乡，秦村乡，晋陵乡、爱陵乡

1957皇 禄口乡、铜山乡，和平乡、袜陵镇。

1958—
禄口公社，铜山公社，秫陵公社o

1969年

1970年由深水县拓
塘公社长干、徐暮、钱

1970年 家、石辣、句容县郭庄公禄口公社、周岗公社，铜山公社， 社西释、光明、高阳，
新农及我县禄口公社焦

1981卑 袜陵公社。 村、和平、秦淮、新桥
绿杨等13个大队合并建
周岗公社。

龙都镇，土桥镇、索墅镇、周子乡，
五

1950一 丹桂乡，永平乡，耀华乡，河南乡，

1953点 河北乡，滨淮乡，万安乡，京六乡，
区

东阳乡，和进乡、西城乡。

1954— 湖熟区 同 上
1955血

湖 龙都镇，土桥镇、淳化镇，丹桂乡，

1956生 熟 耀华乡，河北乡，滨淮乡，索墅乡，
淳化区部分乡镇并

入本区。
区 青龙乡，万安乡。

1957血 龙都乡，土桥乡，淳化乡，湖熟镇。

1958— 淳化公社、湖熟公社，土桥公社， 1961年湖熟镇复为

1962阜 龙都公社。 县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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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份 区 别 乡 (镇) 名 备 注

1962— 淳化公社、湖熟公社、土桥公社、龙

1981点 都公杜。

1982一 淳化乡、湖熟乡、土桥乡、龙都乡。

，

石 青林乡、上峰乡、孟北乡、鹤龄乡，
1949年

区 定林乡、阜东乡。

，

兀 路东乡、阜东乡、阜西乡、孟北乡，
1950生

区 上峰乡、鹤龄乡、青林乡。

二 路西乡、阜东乡，阜西乡、孟塘乡，1951— ，’

孟北乡、上峰乡，鹤龄乡、插花乡，

1952篮 区
青林乡q

路西乡、阜东乡，阜西乡、孟塘乡，
六

孟北乡、上峰乡、鹤龄乡、插花乡， 原南京九区汤山、

1953年 青林乡、汤山镇，东流镇、麒麟乡， 东流等乡镇，1953

青西乡，龙山乡、古泉乡，定椿乡， 年划入我县六区。
区

(划出沧波门)。

汤
汤山镇、东流镇，麒麟乡、青西乡，

1954—
龙山乡，古采乡、路西乡，阜东乡，

山

1955生 阜西乡、孟塘乡、孟北乡，上峰乡，

区
鹤龄乡、插花乡、青林乡。

I 汤 作厂乡、上峰乡、插花乡、孟塘乡、
1956年 l 山 、 l汤山镇划为县属镇。

I 区 古泉乡、东流乡、定林乡。

1957年 I f 汤山镇’：．麒麟乡、上峰乡。 j
1958—
1961生 汤山公社，麒麟公社。

1962— 1962年原汤山公社划
汤山公社，上峰公社、麒麟公社。

1981年 为汤山、上峰两公社j

1965年“麒麟胗改
1982一 汤山乡，上峰乡、其林乡。

作盘其林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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