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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棉花、鲜鱼、茶叶等农副土特产品和日益发展的石油、化

学，轻纺工业，以拥有岳阳楼，洞庭湖、君山、南湖、屈子祠、

挫甫墓等名胜古迹，尤以开放、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赢得了

人们的广泛注意。无论国内、国外，无论经济工作者、专家学

者，社会名流、党政领导干部，都有比较多的人想更多地了解和7

更深入地研究岳阳，同时，到岳阳来游览观光、开展经济合作和·

指导工作的人，正不断增加。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不仅应

当有一本宣传、介绍岳阳的小册子，而且这本小册子应该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能够成为游览观光的指南，成为’

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媒介，成为各界了解岳阳、研究岳阳的窗盛

与桥梁。’ ·

‘

《岳阳市情要览》的编写与出版，也是岳阳各级干部进行科一

学决策、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科学决‘



策的基础是信息，是实际情况。没有详尽、准确的资料、情报和。

一·数据作依据，不可能有科学的决策。历史上，我国编有省志、府

志、州志，县志，汇集了当地自然、社会和人文的资料，用以
’

“存史、资治、教化，，。在倡导科学决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

视此类资料的汇集和整理。岳阳市在新的地方志尚未编纂出来之

’前，先编写这么一本《市情要览》，反映本地的基本面貌，这对
．， 于认识岳阳，研究岳阳、建设岳阳，都是很有裨益的。因此，我

．相信，《岳阳市情要览》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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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的人“知我岳阳"

谭照华

’

我市第一部具有综合性，资料性、便览性的工具书《岳阳市

’情要览》，即将出版问世。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所汇集、

整理、提供的信息、资料，既有政治的又有经济的，既有自然的

又有社会的，既有古代的又有当代的，对于了解岳阳的过去，认。

识岳阳的今天，展望岳阳的明天，对于扩大岳阳的对外交流，对

于搞好岳阳的改革，开放都将大有裨益，希望广大市民和一切关

注岳阳的人都来读～读!知我岳阳，爱我岳阳，振兴岳阳l

岳阳，素称“湖南的北大门矽，襟带万里长江，怀抱浩瀚洞

庭，京广铁路纵穿其境，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都得天独厚。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更为岳阳带来了无限生机：

石油化工、轻纺、食品工业如异军突起，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商

业经济、港口贸易日益繁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

+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观在，岳阳已经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67个

城市之一。这次出版的《岳阳市情要览》，正全面而又有重点地

记述了岳阳的这些方方面面，展示出了岳阳的风采丰姿。

《岳阳市情要览》的编辑出版，在编史修志、资治教化方面

是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还当根据岳阳的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

补充和修订，更多、更准确地宣传介绍岳阳，为岳阳的腾飞，为

岳阳的繁荣兴旺提供科学依据。

3



方志事业的一个可喜成果

禹。 舜

《岳阳市情要览》·书公开出版，是我省方志事业的一个可
l’

。

，

薯成果。 ．’：，⋯‘ 一。’ ‘．。，’ !⋯； 。、j’

修志在我国源远流长，+经宋、元、明代的发展j’至清代进入

成熟阶段，阅时两千余年，卷帙浩繁。现存的八千多种志书，、是 ．

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自二九八O年

以后j+也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岳阳市编纂新方志起步较

晚，目前尚处在收集资料阶段。在新方志编纂出来之前，岳阳市
’

志办会同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率先编出《岳阳市情要览》，这

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本书不但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

形势，成为人们了解岳阳、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良好读物，也为

全市各级千部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历史与现状的翔实资料，在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 ～，⋯

‘4逭本书名为“要览’’，实际是志书的浓缩，我们不妨当作一-_

席岳阳筒志来读。它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汇集了全市“，一

诸多方面的资料。‘虽不能说是一地之“百科全书"f，但举凡全市 ：‘

建置、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重要方面都系统地作了 。，

：已载。为适应发展旅游业的需要，编纂者还设了风景名胜专章。

内容不可谓不详备。在编纂方法上，采取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

编纂地方志的传统方法，读者不但检索方便，而且对各类事物都

能从历史到现状获得一个完整的印象。一
。。 7。

： “．

笔者园工作关系，读后写了以上感想，也算是一种祝贺吧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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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历史沿革
-：_，

．

． 一 巴陵、岳阳名称之由来

巴陵 ! 。

。

巴陵为岳阳市的古称。r汉以前，今岳阳市称东陵。《尚书·

禹贡溯宇“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记载。后世学者考证，东陵即

为巴凌之山。汉末，岳阳称巴丘。《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孙策以周瑜“留镇巴丘一，又载：建

安十三年， “瑜还江陵，为行装道于巴丘，病卒"，建安十九年

(公元214)孙权派鲁肃镇巴丘，并建巴丘邸阁城。《水经注》、”

。 《晋书·杜预传》等典籍皆称岳阳为巴丘。巴陵一词始见于晋

初。晋太康元年(公元280)析下隽县西部建巴陵县，南朝宋又

设巴陵郡。尔后，巴陵作为县、郡名一直沿用下来。

关于巴陵名称的由来，有种种说法。 。

(一)神话传说。这有两种。一种源于《山海经》巴蛇吞象

的神话。《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9 酌记载。后世人们把这则神话附会到岳阳一带来，以为境内山

， 丘，就是巴蛇吐出的象骨堆积而成的。对此，唐代大诗人李白在

。 《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一诗中作了形象描述： “修蛇横洞

庭，吞象嘘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黟可见盛唐以前这

。种传说已经相当普遍。另一种则源子《淮南子》关于后羿斩巴蛇
’ 的记载。《淮南子·本经篇》中云‘‘羿断巴蛇于洞庭力。尔后，

。

． 南朝宋庾仲雍撰《江源记》、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都袭用
． 此说。<(江源记》载： “羿屠巴蛇于洞庭，积其骨为陵，，。《水



经注》说：“昔后羿屠巴蛇予洞庭，其骨若陵，故日巴陵。扫以．

后，唐Ⅸ元和郡县志》、，宋《岳阳风土记》都采用此说。城区在．‘
。

明、清时尚有巴蛇冢、巴蛇庙，。巴蛇井等遗迹。对以上两种说 ．

，

法，尽管清以后的文人多有非难，斥为妄说，但是，巴陵之名很 j ．

可能是由巴蛇吞象的传说演变而来的。即从我国各地地名之源来．
’

一： 说，以神话故事命其地名的亦屡见不鲜。又据史料记载，岳阳在’ 。

。

唐以前确实曾有象。在市北区境内，至今留有象骨山，象骨港等 -·

， 地名。
。．

。

，

．
’．一． j。。．’

”
”

_ ’(二)巴子国陵墓说。主张这种说法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

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光岳。据他考证，自四川沿长江而东，遗

留有许多带“巴"字的地名，这是巴氏族活动的遗迹。’“巴砑为

蛇的象形字。巴氏族就是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后发展为国家，称

．为巴予国j其势力在四川省东部一带。后与楚发生战争，被楚打 ．

j ，败，四散迁避，一支迁到今岳阳一带f再与楚战，最后败入湘嚣

黔山区，：但在岳阳一带留下了巴人的坟墓。古时有称墓为丘者， ．

‘敬称为巴丘，后以丘、陵同义，又演变为巴陵。?’：。。。 ‘t一、”

_-，．(三)刘巴墓说。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东晋常璩所撰(<华 ．，

阳国志》。书中记载： ‘‘先主即位，凡诸文诰策命，皆巴作。。后 ．，

‘ 卒，葬岳阳，因号岳阳为巴陵。嚣宋人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中 ．

对刘巴生平的记载更其详尽： “刘巴，：字予初，．零陵人，有名于 。．

乡间，诸葛荐于蜀，后为尚书令。章武二年<公元222)出镇巴
。

r州，．卒子岳阳，葬于郡西。后因巴故i遂号岳阳为巴陵。一其。 ．
I_9

、实，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巴丘这一地名在刘巴仕蜀前郎 ．’， j：

、 ‘已出现。明隆庆《岳州府志》指斥此说为“好事者附会所致黟，‘
’

’o

是有道理的。，’。一 ：：’l。 ”

■一∥_’。i‘：、：一 ，’．；I
。

。 、√(四)山势说。持这种说法的有唐张说、．。明叶子奇等人，’劈1|， ．

《隆庆岳州府志》也同意这种说法。张说诗《巴丘春作》中有 ，

“湖明窥魍魉，丘势辨巴蛇弦句，意思就是说山丘的形势好象一’． ·

，’

， 豢大蟒蛇。后来叶子奇则说：．g巴陵之名，以其地巴丘，凌即丘 ，

?

‘ 一
。

．，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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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者。"仔细分析，山势说也不无道理。从汉字的造字法分

析，．“巴矿是蛇的象形字，就是大蛇的意思。“巴丘"就是蛇形

山。后又以“丘"、“陵一同义，演化为“巴凌”。 、 ⋯I^
、’ ⋯-．；， ，。．

一、
1- ：，j

， j．i：岳阳罾：一?0一√。r j≯。j，一：≥嚣j搿二；l_。．、、。．二
^， ， ’

“

。’‘关于“岳阳"这一地名的来源，说法大致有兰种。I_．一，

· (一)幕阜山之南说。宋王象之著《奥地纪胜》说： 搿幕阜

，亦谓天岳，州据其阳，故渭之岳阳。劳古代称大山为岳，以山

南、水北为阳。从字面上讲，王说是解释得通的。但后来人们提

癌疑问：明明幕阜山在南，岳阳城在北，按照地理方位，只能说

是“岳阴”，不能叫缸岳阳黟。对此l明<<隆庆岳州府志》作了

解释： “岳阳本溉阴古郡，隋改县，属岳州，故岳阳名之在此

也。一清代著名文人吴敏树在《桦湖文录》中说得更明白：·，“岳
．， 朔之为郡，自隋也，其为县自梁，盏至于湘阴，玉山之间，在天

岳山之南，今平江县之西境，两属之巴陵郡，隋废县名郡，而居

天岳之北，名实不相应，世奠能辨云。芦考之史实，历史上确曾

‘在天岳山之南设置过岳阳县，岳阳郡。南朝梁武帝大通二年(公
、 元528)，分罗县东部及吴昌县西部建岳阳县，又分罗县南部建

’ 期滨县J以岳阳、罗县、湘滨、玉山、湘阴建岳阳郡，’县、郡洽

均设今汨罗县长乐镇长兰村。郡、县辖地均在天岳山之南。其时

岳阳县、岳阳郡与北部毗邻的巴陵郡、巴陵县并立，同时隶属于
t 新立的罗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撤销岳阳郡，又废巴陵郡

为巴州。开皇11年，改岳阳县为湘阴县，改巴州为岳州，次年，

v‘ 以原岳阳郡地玉州并入岳州。以“岳黟字名郡正式由南移北。

j，‘(二)巴丘山之南说。《大清一统志》载： “巴丘山在府城

西南，亦名巴陵，又名天岳。力岳州辖区大部分在巴丘之南，故

．名岳阳，‘今岳阳城区洞庭路有一高阜地段，lH为山丘，古称天岳

．山，今仅余缓坡。又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刚称：巴丘山

口亦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山移。虽然主张一山三名，但实际也是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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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

’’ ：j

。‘
。：

。。， j．

’

．

。。 ’

‘

’ 一
一 ．

“

二

‘
’ o t ．

。。。，‘

t‘：·“‘．-- 二’一 “， 。： ．‘t二
，

”| j

二
’ ‘

．

、

。

。。 一
．

‘

一．’：“
一

．
：I ．

。

认为．靠岳阳打即在巴丘山之南的· 。；?：一，‘!t。'
一

。

’

。：m(三)颜延之诗句说。口岳阳"--N最早见予南朝宋大诗人 ．

／．颜延之所写《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一诗。诗中有
+ ． 口清氛霁岳阳，层晖薄澜澳黟之旬。这首诗写于南朝宋文帝元嘉 。．

三年(公元426)，比后来在幕阜山之南设置岳阳县和岳阳郡要 1

-．

， ．早102年。颜延之的两句诗的意思是：。“清淡的云气，在山岳之
“

：上升起的阳光的照射下慢慢消散，层层光辉洒满波澜壮阔的沏 ：
，|．

o面。努因此，颜诗中的“岳阳炉二字不是就方位而言的，更不能． ．

”

认为是指今岳阳城这一块地方，而是指。从山头上升起的太阳。矽 ，‘

邀山，当然是雄峙予洞庭湖之东的幕阜山妒由于“岳阳力是一个’

。，， 艺术色彩极浓的词组，故后来人们沿用这个词组来称岳州城为岳
． 阳城，称岳州城楼为岳阳楼。 、， ‘～一’’．’

。

．～、

。

j+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依

，’据，但隋代改巴州为岳州时，、梁所置岳阳郡、岳阳县辖地尚属玉 ，

． 髑，与岳州并立，因此，很难说窖岳"字是从南面郡县名中移来 ．

的。同时， “岳阳芹二字中，难于理解的不是“岳"而是。阳，，-。 ，

‘ 口阳，，字北移之说更感依据不足。第二种观点，．理由似嫌更不充
’

；

分。巴丘矮小，不足以言“岳黟，若以城中小丘为“天岳黟，．则

+‘州衙仍在山北， 口阳∥仍然无着落。第三种说法追溯了“岳阳" t

‘

’一词最早出现的原始资料，。且打破了地理方位上的局限，又是出
’’

自一代诗家名宦的手笔，因此，‘，“岳阳Z之名由此而来，亦可以 ，．

4备一说，至于孰是孰非，还有待迸一步考证。：¨：：。·1．’。jj-
。

，膏1

． T ‘． 一t L， ?， ． r"．．，．， ； 一
。，

’ ·～‘ v’ 一，一，～-*⋯t、、? 一。f 2：
。l’+ 一

一·

、 }： 二建置沿革⋯⋯-r：·．| ，．n-，∥．：，。‘。．． ’等‘
’

．

““‘
‘’ ’’ ’ ’ ‘。

．。 ≯

．+．∥“今岳阳市夏商时为三苗国地。：春秋属楚，’为糜、‘罗等楚附庸 。

． 。国地。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楚昭王派王孙由予筑麋城。
‘

其地即在今岳阳市区，是为境内建城之始。战国时期，11今岳阳市 二。

。

境已经成为楚国腹地之一；?、 ，： _． ，’ ～．：■∥
t_

，
’。

0．j秦并六国，岳阳地区大部属长沙郡。汉高帝元年(公元前
‘

，

|；I
‘ -r

，
， 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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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境内湖东地区分属长沙目的下隽县和罗县，澍西华容县．

东北部属南郡古华容县，西北部属武陵郡孱陵县0东汉时，以：觉

内为“要扼之地”， “置戍以镇之一。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孙，．

权分长沙郡北的下隽、罗及汉昌一带建为汉昌郡，郡治设乎江县

东南的金铺观，是为境内置郡之始。三国分立，吴踞今岳阳城以

拒刘备，派横江将军鲁肃将万人屯驻于此，修巴邱邸阁城。晋武

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分下隽县西部建巴陵县。惠帝元康元

年(公元291)，分长沙郡的下隽、蒲圻、巴陵、吴昌四县置建

昌郡，郡治设巴陵县城，从此今岳阳城区一直作为州郡治所。南

朝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分长沙郡北部的巴凌、．蒲圻、下隽

县及江夏郡的沙阳县置巴陵郡。梁大通=年(公元528)，分罗

县东部及吴昌县西部建岳阳县，县治在今汨罗县长乐镇长兰村，

同时以岳阻、罗、湘滨、玉山、湘阴等县建岳阳郡，郡治设岳阳

县，与巴陵郡同属罗州。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废巴陵郡为巴娴，十一年(公

元591)改巴州为岳州，今岳阳始称岳州。十八年(公元598)改安

南县为华容县，隶岳州。唐武德四年(公元621)改岳州为巴州，

六年复为岳州。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岳州隶江南道。

宋为岳州巴陵郡，至道年间隶荆湖北路。南宋绍兴元年属荆沏东

路，次年改荆湖南路。元为岳州路，属湖广行中书省江南北道。

明为岳州府，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清因之，属湖南承宣布玫使

司。民国二年(公元1913)废府，后设湖南第·行政督察区，并

改巴陵县为岳阳县。 ‘、

建国后，岳阳、平江、临湘、湘阴属长沙专区，1952年改属

湘潭专区。1961年了月，以岳阳县原城厢镇行政区域建立岳阳

市。1962年撤销岳阳市，辖地复归岳阳县。同年，．华容县由常德

专署改隶益阳专署。1964年10月，经毛泽东同志提议，将湘潭专

署的岳阳、平江、临湘，湘阴县和益阳专署的华容县析出设立岳’

阳专署。1966年析湘阴县东部设泪罗县。1975年12月，恢复岳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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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望城县，最南点为乎江县福寿山林场黄泥界，西接沅江、

南县、安乡县，最西点为华容县梅田湖镇友谊村江心溯西藕池河

河心I北界溺北省蒲圻、洪湖、监利、石首县(市)，最北点为

赞盏湖农场自沙洲北长江江心。境内总面积15019平方公里，折

合2253．19万亩，其中耕地449．34万亩，水面451．68万亩，山地

‘953．52万亩。城区面积824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40平方公

里。市境北滨长江，南抱洞庭，东屏幕阜，京广铁路纵贯其间l

城区正当洞庭濒与长江的交汇处，锁江流，扼沏口，控京广铁

路，为国内少有的集水陆交通之利于一地的城市，素称“溺湘门

户"。 ．

．

， ．

二、行政区划

屠阳市为“市管县"管理体翩。现辖六个县(市)：岳阳

县、平江县、临湘县、泪罗市，湘阴县、华容县I三个区：南

嚣、北区、郊区，五个国营农场：屈原农场、黄盖湖农场、钱粮

湖农场、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县场以下设31个县属区(只平

江，湘阴，岳阳三县设有区)179个乡，58个乡级镇、3174个村

民(居民)委员会、37708个村民、居民小组；城区设8个街道

办事处、57个居民委员会。 、 ． ‘． ． ．
，．

+’t 了



岳阳市基层政权和居民自治组织统计表

乡人民 镇人民村民(居民) 村民(居民) 街 道
单 位

政府政府 委 员 会 小 组 办 事 处

南 区 t 57

、

一 920 8
，

北 区 2 3 73 728
‘ ／ ㈧，

”

●

郊 区 5 。+、．：39 ‘526

口

岳阳县 39 、’g‘ 698。 ．7124

，

● ’

平江县 51。 ．8⋯ 778 ～ 一．9645 ． p t 一

，

r．
’

。，

●

湘阴县 ‘33 8 427’： 5194。

●-

汨罗市 23 9 。395 ’’5934

t

临湘县
。

11 10 283 3402
，

华容县 ，15 ． 11 “424 ．’4235

t -T

‘

合 计 179 ．58 3174 37708 8
●

●

r

(1)国营农场有相当乡人民政府一级的分场27个l其

说明 ，-中屈原10个，黄盖湖3个，钱粮湖8个，君山6个，
’未统入表内。

(2)镇人民政府中包括湘阴县南湖洲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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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民族

’● k
， -．^

●

人口一 ．

．

’

●

●

1987年末，岳阳市人口114．3万户，447．27万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61．47万人，+农业人口385．81万人。城区人口11．5万户，

43．9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6．37万人。人口密度为397．8人／平

方公里。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城区人口为85350人，1982年第

三次人口普查，城区人口为194，740人。1987年城区人口比1964

年增长4．15倍。城区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城市经济迅速发

展，城区面积逐年扩展，企业职工人数显著增加。 ’．

： 岳阳市人口分布统计表 。
，+

面 积 户数 人口 其 中
单 位

(平方公里) (户) (人) 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

合 计 15019．20 1142879 4472739 3858084 614655

南 区 ．24．0 4969l 184120 727 183393

北 区 405．9· 33919 134335 79221 55114

郊 区 394．5 31804 121466 96299 25167

岳阳县 3236：8 184656 745926 702884 43042

平汪县 4126．0 226286 909154 846393 59761

湘阴县 1546．0 162690 600719 533190’ 67529

汨罗市 1660．0 176250 639954 581679 58275

临湘县 1766．0’ 102929 428120 377515 ．50605

华容县 1860．0 174654 711945 640176 7176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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