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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名称的由来与演变，反映山川的特征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概貌。“盛世修志"全国开

展地名录(志)的编纂工作，标志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兴旺发达。

我县遵照国务院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精神，于1980年11月11日成立了

县地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从县民政局，基建局，公安局，教育局，交通局、档案局抽

人办公，着手地名工作。从1981年5月至年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自然村以上的地名普

查。1983年4月办公室对地名普查资料开始整理。1984年4月11日向省地名办公室上报了

图，文，表，卡四项地名资料。1984年6月在省第四次地名工作会议后，成立了县地名委员

会，调整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此后，地名办公室作为县政府的办事机构，依靠县政府办公

室，地名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1984年7月至lO月，根据l l 5万地形图(1970--1972年版)逐乡(镇)校核了普查地名

资料，本着处理的地名应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更正了图漏地名341条，有名无实的

地名8条，重名更名的地名37条，新增地名9条，合计395条。至1985年6月，成册的《芜

湖县地名录》收录地名共3163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2，722条，企事业单位、台，

站，港、场名称233条，人工建筑物名称146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3条，名胜古迹及革命纪

念地名称9条。l l 10万的县行政区划图l幅，l。5万的乡(镇)地名图38幅。撰写文字

概况7l篇近8万字，加上地名正文说明等文字，全书约30万字。辑入能反映县地名风貌特色

的照片20幅。

本册地名录是为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服务的。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重要的地名

简注了来历涵义。境域面积按平方公里计算，图的地名距离按图比例尺直线计算。地形等高

线按吴淞高程计算。各项数据以1984年末县统计局年报为准。人口按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资料计算。

《芜湖县地名录》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过，是一部法定工具书。县地名办公室是管理全县地名的职能机构。今后，地名要保持相

对稳定。各地确需更名，命名的地名，应按规定申报批准。

芜湖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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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县概况

芜湖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地跨北纬30。577一一3l。24，，东经

118。17t一一118。447。东南界连宣城县，西接南陵、繁昌县，西北濒长江与无为县相望，北

与当涂县、芜湖市毗连。全境南北长51公里，东西宽40公里，总面积为967平方公里，其中

耕地521，792亩。辖6个区、6个镇、31个乡、267个村民委员会，19个居民委员会、5个自

然镇，2，387个自然村。104，494户，489，499人。除回族95人、藏族2人、土家族2人，傣

族2人、彝族5人、布依族1人，畲族2人，侗族11人，苗族6人、壮族6人外，余皆汉

族。县人民政府驻地在湾浊镇荆江东路南侧。

历史悠久的芜湖县古城址源予“鸠兹’’。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三年春(公元前

507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heng>山(今当涂县东北横(heng)

山。”“鸠兹"在芜湖县东，即今黄池(自然)镇南一里许的“楚王城"，其遗址尚存。以

地势低洼，鸠鸟云集而得名。“鸠兹黟也曾写作“皋兹"，“祝兹矽、“皋彝弦、_勾兹嚣。

又因古“鸠兹"地处中江(今水阳江)水道，东通震泽(今太湖)，西入长江，且有别名

搿中江"与“鸠江"之称。战国时代，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鸠兹归

越。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楚灭越，该地又隶属楚。故后世对“鸠兹黟有“吴头

楚尾”地属之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36郡，鸠兹属鄣郡。东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改鄣郡为丹阳郡，始置芜湖县。“芜湖"是因“鸠兹’’地多沼泽，湖泊，又“蓄水不深

而生芜藻"，故名。三国时代，吴魏抗衡，为战事之需，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吴将辖地

芜湖县治鸠兹迁鸡毛山一带(近青弋江口)，故导致芜湖以后沿长江南岸扩展。西晋以后

兵革迭兴，百姓苦于南渡，战争迫使北方一些诸候侨立郡县于江南。东晋时代，芜湖已成临

江重镇。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将王敦谋反，屯兵芜湖并筑“王敦城秒。咸和四年

(公元329年)侨立豫卅于芜湖。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芜湖隶属宣城郡。孝武帝宁康

二年(公元374年)侨立上党四县子芜湖。太元年间(公元376一一396年)先后侨立襄垣，

定陵，浚遒(今肥东县)等县入芜湖。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先并阳谷(今繁昌县)

入芜湖，后省芜湖入襄垣县属淮南郡，时宣城郡还治宛陵。大明六年’(公元462年)襄垣县

隶属宣城郡，八年(公元464年)淮南郡复隶属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还属扬

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芜湖入姑孰(今当涂县)为属镇隶属宣城郡。唐朝因循

旧制。五代十国，在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36----942年)复置芜湖县隶属江宁府。此始，芜湖

县置便相沿不废。宋太祖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属宣州。太平兴国二年至元丰八年(公元977

----1085年)属太平州。北宋期间，曾在芜湖(今东、北二门外)筑“宋城黟。’南宋建炎年

问(1127一一1130)金兵屡南侵，宋城遭兵燹几成废墟。淳熙七年(1180年)又筑城，后因

战祸绵延渐废。明万历三年(1575年)于旧址复筑城，后芜湖以明城为基向外扩建。元世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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