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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文件精

神，在江西省地名委员会统一部署，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地名普查基础一L编辑出版的。

本志书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内部发行的标准化、

规范化的地名典籍，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地名记载，属国家地名档案

的重要组成部分o ．

全志共收录我县各类地名二千六百九十八条，其中：行政区划一百

四十三条，居民点二千一百四十四条，自然地理实体二百九十三条，

街、路七条，人工建筑三十条，行政、企、事业单位五十一条，纪念地、名

胜古迹、游览地三十条。纂写了县、社(场)、镇文字概况二十篇。

绘制了县行政区划图、地势图、森林资源分布图、水利交通图、苏区示

意图、社(场)，镇地名图共二十四幅。复制古地图(乡都、城垣)二

幅。拍摄反映我县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人文地理特征，土特产品等方面

的照片六十张，以及县历史沿革表，江西省地名管理暂行规定，全县

地名普查成果表，地名汉语拼音音序检索，地名汉字首字笔划顺序索

引，废地名一览表，地名文汇和本县历史人物，重要科研成果等。全

书约四十万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我县每条地名的标准名称、标准读

音、地名历史．．现状和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县政治、经济、

历史，地理、文化、民情、风俗的概况和特征，为我县党政机关、交

通邮电、文教卫生、城建民政、测绘旅游以及人们日常交往使用地名

提供了依据。它的出版，为我县提供了一部较为完备的爱祖国、爱家

乡的乡土教材，也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状况。

本志书从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十二月，历时九个多月完成初稿。为



避免讹错，曾多次组织力量与有关单位和原参与普查的同志一道，深

入各社(场)、镇进行上、下反复核实，再报请铜鼓县人民政府审批定

稿。县境边沿地区地名和自然实体的名称、含义，均与邻县地名办同

志洽商，统一口径而建卡释文上志的。因此，本志书是一部具有法定

性的地名工具书。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本书编写形式为辞典文体。书内所用文字，均采用“两典"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所列标准字， “两典刀未

列的，均未采用o

2、书内所绘地名图是根据1：5万地形图(一九七二年版)和

清同治版《义宁州志》古地图描绘和复制而成。

3、本书的编排顺序：行政区划和居民点按隶属关系排列，其他

地名按类别集中排列。所标的公社(场)、镇、居民点，除公社

(场)、镇、大队驻地外，均按地理位置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编排。

4、书内所列户数、人口数除各行政区划的户数、人口为一九八

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外，，其余均采用地名普查所得数据。所列

自然村与公社、公社与县城的方位距离，均为相对直线距离。

5、附录“地名文汇"，部分来自传闻，仅供参用。

6、书中所列数字，凡未经注明的，均为一九八O年年底统计上

报数字o

7、书内所绘地名图中的行政区戈U线，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

据，仅表示其概略范围。

8、一九八四年三月全县社政分开，以原公社为基础建立乡政

权，本书定稿在前，因此，仍以公社、大队为行政单位进行编辑。

铜鼓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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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县概况 (1)

铜 鼓 县 况

铜鼓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修河上游。东临宜丰县，南接万载

县，西壤湖南省浏阳、平江县，北靠修水县。全县设一个镇，十四个

公社，四个国营采育林场。辖一百三十八个大队(包括林业工区，社

办林场，+社直生产队)，一千零八十八个生产队，二千一百四十四个自

然村，五个城关居民委员会。共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七户，一十一万五

千二百九十八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二人)。除苗、

侗、蒙、回，瑶、布、壮、满、土、仫佬、土家族八十九人和越入一

人外，均汉族。县人民政府驻永宁镇，南距宜春市一百三十二公里，

东距南昌市二百一十二公里。

铜鼓县原属义宁州。明万历年间，新设守备，统兵安营铜鼓石，

军制铜鼓营。清宣统元年(1909年)为铜鼓厅，成为军政合一的行政

机构。一九一三年析置铜鼓县，隶属浔阳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

解放，七月二十八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属袁州专署，一九五二年属南昌

专署，一九五八年属宜春专区，一九六八年属宜春地区。一九七八年属

宜春地区行署管辖。
一

《义宁州志》载： “铜鼓石在武乡二十四都(今县城永宁镇东一

公里处)，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县称以铜鼓石得名。近年发现黄

家岭(今温泉公社内)，程子源、北村(今古桥公社内)等十五处商

周春秋文化遗址，‘出土石簇．．石斧，文字陶片，汉墓花纹砖，宋代青

花瓷等文物，表明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铜鼓县虽然建县较晚，但“山川盘结，林木蓊郁"，地处吴楚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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