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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宜章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普查

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编纂而成的，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也

在不断明变化。过去，我县的地名存在着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音、

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通过这次普查考

证，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使地名基本达到了规范化、标准

化的要求，为建立一套完整的地名档案提供了准确的资料。

在整个地名普查过程中，是以l：5万地形图(I 968年版图式)为

基础，并广泛地收集了民间提供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材料，充分利用了

1941年编纂的《宜章县志》的有关资料，采取依靠群众和专业人员相结

合，室外作业与室内工作相结合的办法，对县境内的行政区划、自然辛J‘、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

进行了实地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等项工作。在保持地名相对稳定

的前提下，经过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对一些不符合标准化的地名作了

更正。更名的公社．3个，更名的大队4 1个。对照现有1：5万地形图，增

补了新地名766条，删减地名1 02条，勘误地名460条。全县总计地名为

3，466条，分为五大类： (一)行政区划、自然村2，974条(二)自然地

理实体239条。(三)人工建筑108条。(四)企事业单位I 30条。

(五)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5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了卡片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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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张。编制全县地名图l幅，各公社、镇、林场地名图29幅。撰写

县， 社、镇文字概况27篇。名称来历及含义中，还收集了一些民间传

说。引用的数字，均以我县I 980年国民经济统计年报为准。专业术语按

各有关部门统一提法。

本《地名录》为1 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前言、目录、县概况和总

图；中间部分为地名分类，其他各类项目择其重要而编排，卷尾部分有

更名公社、镇及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全书共403)毁面，约50万字。

编写《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由于编

写人员水平有限，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错误亦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I

宜牵县地名领导小组

--gLA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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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章县概况
二

，

宜章县位于湖南省南端，南岭山脉骑田岭东南麓，扼湘粤咽喉。东

界汝城、资兴县，北接郴县，西连临武县，南部与广东省乐昌，乳源，阳山、

连县接壤。整个地形东西窄，南北长，略呈弧形。总面积约2，142平方公

里。大部属山地，间有丘陵、盆地和小块平地；有“七分山，二分田，半

分草地和永面，半分道路加庄园”之说。辖24个公社和城关、白石渡

二镇，346个大队，3，472个生产队，5个居委会i 85，51 2户，433，909人，

其中瑶族3，556人。

宜章古称义章，据县志载：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 1 7年)后梁肖铣

称帝荆州，据有郴州，析郴南境置义章县，自此始为一县”．因境内有大

章、小章二水，故称义章。 “唐武德七年(公元62 4年)省，八年(公元

625年)复置。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分义章地置高平县。唐开元

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废高平，移义章于高平县治(即今县城所在地)。

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因避太宗赵光义讳，改义章为宜章”。

1959年3月将临武、宜章并为一县，定名宜章县，县治设宜章县城关。

1961年7月又分置，仍称宜章县，沿用至今。

宜章境内多山，骑田岭为其干脉，北有黄岑岭，主峰海拔1，654米，

登峰远眺，则兴桂、南粤尽收眼帘。昔日山中有千年古杉，传为名胜，

为宜章八景之一，日“黄岑叠翠”。山腰有瀑布一泻千仞，将雨则白若

匹练，睛则闪烁如虹霓，谓“白水垂虹”。东为界牌岭，接八面山。东

北有西岭t亦名雕玉山)和海拔1，691米的瑶岗仙(又称漏天山)。西有都

岭，象牙山。南有莽山，地跨湘粤两省，方圆数百里．主峰海拔1，902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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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四面高山，形成自然屏障，地当险要。古有“进制韶广、退蔽衡湘”

之利，为兵家必争之地。

境内大．小溪流纵横交错。其主要河流一一武水，源于临武西山，

流经本县浆水～麻田、梅田三个公社，自三溪入广东乐昌县境。境内武

水较大的-．级支流有四条：一目长乐水(当地亦称南水河)，源出莽山

潆洄县境南部，至栗源公社老坪山入广东省境。二日玉溪河，源于郴县

大冲里的黄岑水与浯溪水汇于城西百子桥，襟带而称玉溪河：蜿蜒南

下，流经县城至三星桥南，水巾有白石，晶莹如玉，故被其名；为宜章

八景之一，日“玉溪春涨”。南流至城关镇城东，水浸窝大队，穿过峡谷

入广东省境。三日章水，源出郴县仰天湖，纡回于京一一广线两侧。沿

河有数处铁路桥梁；其中位于沙坪公社的樟桥，桥高37米，昔日有粤汉

线“第一高桥”之称。河流至省界桥入广东省境。四日渔溪河，源出郴

县宝盖山，流经犁头咀，自北向南贯穿赤石公社入广东省境。此四条河

流均在广东省乐昌县境内汇入武水，经北江注入南海。

宜章地处岭南，属中亚热带气候，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摄氏1 8度，

一月平均气温摄氐7．1度，七月平均气温摄氏28．1度；多年平均降雨

量1，392．8毫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予农作物生长。

在旧社会，地不能尽其利，人不能尽其能，晴则旱，雨则涝，民生

凋敝，故流传“黄沙笆篱堡，饭少菜来补，糠莱半年粮，苦日何时止!?”

之民谣。 ：

1 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集全县人民的智慧，

经多年的精心规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后修建了河坝、：水库、渠

道等大小水利工程共8，700多处。其中：中型水库2座，小I型水库1 0

座，小Ⅱ型水库52座；并利用水利资源，兴建小水电站23 1处。装机容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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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41 1．5既，总发电量1，9 1 4万度。约7 0％的耕地达到旱涝保收。特别是

近年来，提倡科学种田，全面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全县粮食总产量逐年上

升；1980年底统计达31，120万斤，平均亩产946厅，相当于1949年的4．2倍。

经济作物有甘蔗、柑橘、苎麻．棉花、茶叶、烤烟等。白石麻享有

一定的声誉，曾远销国内外。

林业大有发展潜力，除地属莽山林场，县办骑田岭林场、溶家洞林场

外，公社、大队共办林场261处。森林复盖面积达l 3 2万亩。护林防火工作

取得可喜成绩，曾誉为全国护林防：麓先进县之一。

工业生产发展较快，1949年的宜章县城仅几家破旧不堪的手_72业作

坊，街道狭窄，市容萧条。解放后陆续发展了制糖、酿酒、皮革、印刷、

化肥等轻化工业，以及农业机械、五金电器等加工工业，水泥、机砖、

石米等建材_32业；并带动了社队企业的蓬勃发展。全年_22业总产值达

2，500万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l 1 1，3万元。

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目前大量开采的以煤、钨为最。境内有省属杨

梅山煤矿，县属麻田、山门水煤矿，广东省梅田矿务局和南岭煤矿关溪

分矿，以及社办煤矿等，年产原煤约230万吨。瑶岗仙钨矿，是一个老矿，

具有一定规模，新近探明的白钨，大有开采价值。此外有色金褥矿藏尚

有锰、锡、铜、铅、锌、钼等。黑色金属矿有磁铁、褐铁。非金属矿有

石英、大理石、硅砂、瓷泥、石墨等资源。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及农贸市场开放以后， (全县共有大、小圩场1 9

个；其中以梅田圩、黄家圩、天塘圩、岩泉圩规模较大。)活跃了城乡

经济；促进了家庭副业、手工业、兽牧业、养殖业等的恢复和发展·湘

南小黄牛杂交改良，取得了一定成绩。麻田等地的竹器，价廉物美，颇

受欢迎。一六公社沿河大队的鸳鸯竹席，美观耐用，曾在广交会上展销，

Cl—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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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销东南亚各地。
‘

境内的交通运输：1949年前，铁路仅有粤汉线通过太平里、白石渡；

公路里程只有97．2公里．部分地区仅靠武水、长乐水少量民船运输，广

大农村交通闭塞。

解放后，从1954年至1958年先后修筑了瑶白、宜汝桂、宜临等公路干

线，在此基础上，陆续修筑了各种专用线以及社队公路。全县公路线长

877．5公里，其中黑色路面69．6公里，形成了公路交通运输网，实现了社

社通班车，83％的大队通公路。铁路运输除京广线外尚有白(白石渡)，

杨(杨梅山)、坪(坪石)梅(梅田)等矿山专用线。境内铁道线全长

1 1 2．3公里，建有1 54-车站，贯通1 1个公社(镇)。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相应的发展。现

有县办完全中学7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地属师范l所，社办中学3

所，全县有小学656所，有教职员．323，7 l 9A，在校中、小学生82，472入，占

学龄儿童的98％。

县城和白石渡镇设有影剧院，县有专业；}『5剧团，矿区有电影院、俱

乐部，农村社社有电影放映队、文化站、有线广播。广大人民的文化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

卫生事业也在不断发展：有县属第一、二人民医院、中医院、骨科医

院、传染病医院、精神病防治医院、结核病防治所、防疫站、妇幼保健

站；公社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共有医务人员785人，乡村医生59 1

人。设病床81 1张。对提高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宜章为革命老根据地。太平里公社的邓家湾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一邓中夏同志诞生的地方。
1 928年．朱德、陈毅、肖克等同志领导的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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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序幂，建立了宜车昙第一，’卜苏三王埃政权。现在的城关镇完小为当时年

关暴动总指挥部，城北的大操坪是来德同志在当时召开四乡群众大会上

演说的会场。县西南的碡石、大黄家，县南的圣公坛为当时朱德、肖克等

同志战斗过的地方。1 928年元月3 1日岩泉圩一战，全歼湖南反动军阀一一

“马日事变”刽子手许克祥部，当地尚流传着“许克祥是许送枪一的笑

柄。在湘南暴动的感召下，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工农

红军，革命火焰燃遍湘南各地。过后不久，工农红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期，于1 934年1 1月7日，红军一师三团，一举

攻克了白石渡、宜章城，歼灭守敌何健两个连，突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第

三道防线。在周恩来、刘伯承同志领导下，部队配合地方党组织，积极

开展民运工作；当时有三百余人参加了红军，筹款二万余元，并组成了

90多人的游击队，建立了三个党支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湖南地下党周里、谷子元、刘亚球，

李林等同志领导下，先后组建了湘南红军大队以及后来的湘南游击队。

革命足迹踏遍东边、西边大岭(即五岭山脉)。于1 949年4月，在湘

南游击队领导下，解放了宜章赤石，成立赤石军管会，后改为宜章路

东办事处，发展武装扩大斗争，并于1 949年1o月23日由湘南游击队

第四大队第二中队为先头部队，解放了宜章城；红旗在县城上空高高飘

扬，在城居民燃放鞭炮，载歌载舞迎接宜章的解放。几天后，活动于宜

章、连县边境的湘南支队宜章县大队陆续开进县城，宜章重新回到了人

民怀抱，从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

宜章处于湘粤交界之地，为革命老苏区；全县人民将踏着先烈的血

迹，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在“四化一的征途中奋勇前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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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图号(I：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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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镇)

标准名称

长策公社

瑶岗仙公社

驻 地

新屋大队(新建)

瑶岗仙上坪坳

户 数

2，195

2。048

人 口

10，640

9，,225

耕地(亩)

10，698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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