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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阳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关于

开展全省地名普查工作的指示精神，在省、行署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

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实事求是地开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在地名普

查完成文，表、图、卡四项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它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具有法定性

的标准化地名典籍}是党、政机关和工，农，商、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等各部门必备的地名

工具书，也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好材料。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大体经历了组织准备、业务培训，实地调查、重点考证、成果验

收，资料整理等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三结合的方法，普查了全县的地名现状、

来历、含义及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务院的《暂行规定》，对全县地名进行了规范

化和标准化处理。通过处理，扭转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状况。今后使用我县地名都应以本

《地名志》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或补充的，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办理法定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本地名志根据地名普查四项成果，收集列入的标准地名共六千六百八十四条，其中：行

政区划单位和自然村名称五千七百七十七条，街巷名称四十五条，各类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六

百四十三条，人工建筑物名称九十六条，企事业单位名称一百零六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

迹名称一十八条。编入县、社，场，镇等各类文字概况(简介)材料三十六份，绘制县地图

一张，并附以有关照片四十六幅。收集的地名分为五大类，采用辞典形式，对标准化地名

(除无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和地片外)的来历、含义及沿革都做了记载。志中所引用各类

数据，均按一九八零年年报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

用百分比。本志凡收录的地名原则上用全称，但为了节省版面用字，有些作了简化处理。地

名用字，原则以规范化汉字为准，但少数与名称含义不符的代用字，为尊重群众习惯，未作

改变。县属八面山农垦场、雪峰山林场，按体例应排在企事业单位内，因其区域大，地名

多，故列入行政区划内。
、

在编制《黔阳县地名志》过程中，承蒙省，地、县有关单位、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各

社、镇，场的积极协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谬误疏漏，在

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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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黔阳县概况 (J)

黔阳县概况

黔阳县位于湖南西部的沅水上游，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边缘雪峰山区。地理座标s东经

109。327——110。311，北纬26。597——27。297。东界溆浦、洞口，南邻会同、洪江、绥宁，

西连芷江，北接怀化。东西长一百零二公里，南北宽五十五公里，总面积二千一百七十三点

五四平方公里。辖二十四个公社，三个镇，三百零八个大队，二千六百四十九个生产队，五

千四百二十七个自然村，四个街道管委会，十六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共七万九千一百四十

四户，三十七万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其中汉族占99．7％，余为苗，瑶，侗，回、士家、蒙

古，壮、满、彝等少数民族。 -

黔阳县历史悠久，三代属荆州域，楚属巫黔中，秦属黔中郡地。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

年)，置镡成县，属武陵郡，东汉因之。晋仍为镡城县。南北朝时代：宋改舞阳，齐改沅

阳，均仍属武陵郡，梁改为龙j剽县，属南阳郡，陈改属沅陵郡。隋先属辰州，后隶沅陵郡。

唐改龙标县，复属辰州，贞观年间置为巫州治，天授改沅州治，开元复为巫州治，天宝改为

潭阳郡治，乾元复为巫州治，大历又改为叙州治，旋又为朗溪县地，属江南西道。·五代属兄

弟民族控制地。宋熙宁改黔江城，元丰并镇江砦入黔江城，因位于黔省之阳，故名黔阳，始

置黔阳县，历元、明、清迄至现在仍沿用黔阳县名。其隶属关系除明代曾一度属辰州外余都

隶属沅州。民国废府留县，曾合数县为一行政督察区，设专署，1935——1949年，黔阳县先

后隶属四、七、十行政督察区。建国后，先后隶属会同、黔阳、怀化专署。黔阳县治从偏在

西隅的旧址黔城迁至地处全县中心，水陆交通方便的安江镇，县人民政府驻红心街建国路苦

乐园(即瓦渣园一部分)。

全县地势受雪峰山脉影响，东南高，西北低。总的趋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山地夹丘

陵，两起两伏。东南部属雪峰山主脉地带，山岑绵亘，层峦叠嶂，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五

十六座，其中一千五百米以上的十二座，最高峰苏宝顶海拔一千九百三十四点三四米，为全

省第二高峰。中部安洪河谷盆地，为雪峰山脉与其支脉凉山所夹，地势低凹，且较平坦，海

拔在一百五至三百米之间。中西部雪峰山支脉绵延，逶迤起伏，岭壑交叠，形成低山和中低

山地貌。西北部主要为丘陵，岗地与河谷平原组合，海拔二百至三百米，单个山体似馒头状

错综排列，无一定走向。

按照《中国气候图集》中划分气候带的指标，黔阳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季风性和大

陆性都很明显。冬季在北方冷气团控制下多偏北风，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多偏南

风，春秋两季是冬季风和夏季风交替演变过渡季节，年平均气温17℃。元月最冷，平均气温

5．3℃。七月最热，平均气温27．9℃。年均降雨量为1212．1—1858．sT米，大体上东南多，
西部少，山地多，平丘少。全年无霜期298天左右，大于10℃的积温为5364．7℃e ／

． 0

lo—I’}。-【一√}卜r㈠p
m

I

KiLIIl—-匿蕈’k-E·--II--I-rI’lr}

●。}，，{t膏f，；



(2) 行政区划·黔阳县概况

境内主要河流为沅水，自西部入境，经托口汇渠水，至黔城纳沅水，在洪江有巫水汇合，

蜿蜓于安江经过茅渡出境，纵贯全县十五个社、镇流长一百三十九点一公里，天然落差为五十

八米。有大小溪流三百二十七条，除雪峰东麓三十六条流入资水外，其余二百九十一条朝沅

水汇注，其中一级支流六十八条。建国后，先后修建了中型水库两座，小(一)型水库二十

七座，小(二)型水库一百一十一座，骨干山塘四百口，山平塘六千四百七十四口，溪河坝

二千三百四十五座，安装水轮泵五十台，柴油抽水机二千三百四十七台，电动抽水机二百九

十四台，喷灌机一百二十五台，设备能力七千零六十砝，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七点四马力。总蓄

引提水量二十万零七百二十五亿方，相当于1952年的四点二三倍，有效灌溉面积二十六万八

千三百亩，占总面积的88．2％，其中旱涝保收二十万二干五百亩，占66．5％。．改变了过去

靠拜天求雨"和依靠大自然降雨的迷信落后局面。
‘

由于沅水纵贯，境内三百二十七条溪流交错其间，其中流域达十个平方公里以上有六十

三条，流速急，落差大，取之不尽的水利资源，有利于水电事业的发展。全县理论蓄能总量

四十七万四千五百八十四琵，可开发量三十一万四千零五十配。现已修建大小水电站九十八

座，装机一百二十六台，合二万七千三百一十六危，年发电量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七点七亿

度，架设了三万伏高压线六百二十五公里，一万伏的一百零五公里，低压线路一千零一十公

里。除供应满足本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外，还输送到洪江、怀化、芷江、会同等县

市。水电设施的改变，对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境内森林资源丰富。全县有土地总面积三百二十六万零三百一十亩，其中：林业用地就

有二百三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六亩，在林业用地中，省林地二百一十五万六千零二十八亩，

为全省用材林、楠竹、油茶林基地之一。现有森林面积一百七十一万八千零三十五亩，其

中，杉松林八十九万二千二百七十四亩，油茶林五十一万三千七百零三亩，油桐林三万九千

零六十二亩，竹林一十八万零四百五十五亩。木材蓄积量三百四十一点九万多立方米。楠竹一

千六百多万根。木材采伐量约八万多立方米，楠竹年可砍伐一百万余根。建国以来，向国家

交售木材一百四十一万多立方米，楠竹一千四百二十九万多根，松脂二万二千多吨。

全县有耕地面积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七亩，其中水田三十万零四千三百五十五亩，旱

土五万四千四百二十二亩。粮食作物以稻谷为主，其次为小麦、红薯、玉米等，1980年粮食

总产量为二亿八千一百一十五万斤，亩产八百七十三斤，比1949年增长一点六五倍。1980年

向国家贡献商品粮五千二百七十三万一千斤，人平用粮水平从1950年的五百三十九斤提高到

1980年的六百二十斤。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茶叶，棉花、蔬菜瓜果、花生、烤烟等，其他有

天麻、石耳、九龙盘，云雾草等名贵药材和花洋溪的独特香米以及久享盛誉的柚、桔。

柑桔香柚在黔阳县历史悠久，远溯在三千年以前，湖南在江之南，《诗经》上的“终南

何有?有条有梅。黟所谓“条黟，就是柚。湖南古属荆州，《禹贡》中载有； “荆州进贡橘

柚’’。柑柚产于南国，而黔阳得天独厚，千年来， “安江柚子黟脍炙人口，誉满南北，唐代

诗人王昌龄贬龙标尉，有“楚国橙桔暗"和“醉别江楼桔柚香"的诗句，很细腻地描画出

黔阳桔柚盛况。现全县栽培面积达三万八干九百六十三亩，1980年产柑桔八万五千多担，已

成为全省的柑桔生产基地之一。其品种有大红、血橙、榴橙、脐橙等远销中外，近年又培育

出皮薄汁浓、香甜爽口的。冰塘甜橙”，1976年，经全国柑桔品种鉴评会评定，荣获_柑橙之

冠"。



(3)

全县畜禽种类繁多，饲养以猪、牛，羊，兔、鸡、鸭、鹅为主。1980年存栏牲猪一十五

万三千多头，耕牛三万一千多头，养家禽七十八万四千多只。家禽中有最珍贵的——皮肉与

骨皆乌色的乌鸡，即李时珍《本草纲目》列载的“楚中伧鸡"，味脆美而富于滋补。野生动

物有野猪、野牛，野羊、野兔、野猫、麝，狗獾，猪獾、竹鼠、松鼠、黄鼠狼等。野禽有竹

鸡、斑鸡、画眉，白头翁，阳雀、百舌，瞿马鹆，喜鹊、鸦，鹰、鹌鹑、锦鸡，长尾雀、白

鹇。野禽中的白鹇，属贡品，俗名白花鸡，似雉有黑花，尾长三，四尺，勇健而自爱其尾，

又名白雉。 。

县内矿产以煤为主，煤藏分布在黔城，双溪、岩垅、红岩等公社，由地区双溪煤矿和县，

社煤矿集中开采：其次是锰矿分布在雪峰山区。瓷泥矿分布在与溆浦县接壤的青界，质量之

好为国内罕有，其瓷制品畅销国内外。此外还有金、钨，铁，锑、磷、水晶石、金钢石等。

工业主要有纺织、电力、煤炭、水泥、化肥、印刷、针织，农机、酿酒、建材，制革、

冶金、机械修配等。全县共有省，地，县、镇工业、轻工业，厂矿，公司一百二十九个。

1980年，工业总产值九千九百六十九万元。其产品有安江，黔城，托口的竹编工艺品，木塑

象棋子运销国内外。针织，塑料、印刷等产品质量也跃入全省同行业先进行列。1980年全县

有社队办企业八百五十六个，产值为一千零一十万元。 ．

交通方面，过去仅有衡贵，安洪两条公路过境，运输主要靠沅水木船和肩挑背负。现在

枝柳铁路横贯县境西部，公路干线增至七条，支线和地方公路一百零二条，总计全长八百一

十七公里，全县二十七个社镇以及二百零九个大队已经通车。有客运货运汽车四百二十八

辆，大中小型拖拉机六百五十九台，机船三百六十八艘。全县城乡已初步形成交通网。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事业有较大的发展。1949年，全县仅有初中二所，简易乡

师一所，小学一百三十六所，教职员三百八十六人，学生七千零二十七人。1980年增至中学

三十四所，小学三百二十二所，教职员三千五百四十七人，学生八万六千九百零九人。湖南

师院黔阳分院、省农校、’银干校、湘运技校，地区卫校也设于县内。文化机构设施有县文化

馆，图书馆、新华书店、花鼓剧团，电影院、影剧院，有线广播电台，电视转播台各一。三

镇有电影院，文化站，业余剧团，各公社都有广播站，文化站、电影院(队)，图书室。医

疗卫生方面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麻风专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地区疗养院各一

所，区、社医院，卫生院二十六所，街道、大队合作医疗站三百零六个，共有医务人员一千
零二名，病床九百八十一张。

科研方面，经鉴定全县有十一项成果，其中有全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黔阳研究成功

的杂交水稻、灿烂地被誉为绿色的新星。有县农业局农艺师肖育训培育推广并荣获全国“柑橙

之冠”的冰糖甜橙。有中学教师现荣膺工程师职称的罗定一研究成功的白蜡虫杂交——岩垅二

号。有县果品公司从业人员创造出可将柑桔保存十个月之久的地下仓库储藏法，经鉴定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黔阳处五溪之奥，自古名为“蛮荒莎，由于其东接文化较发达的义陵(今溆浦)，南倚

历史上著名的昭陵(今邵阳)，揽沅流之胜，扼湘、黔两省衔接之冲，既是历代边疆大吏抚

绥驻跸处，也是历代兵家必争地。自西汉建制以后，特别在明，清年代，滇，黔多事，黔阳

更成为湘西上游的政治中心。清初， “临济会黟首领邱良玉、陈友龙据黔阳倡众起义抗清。

县南部罗翁山是李闯王的旧部王进才、马进忠，郝摇旗屯军抗清处。县西北托口、江市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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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师入川时凭以阻歼尾追不舍之敌的战场。清廷历时数年的“平苗黟之

役，黔阳又成为湘军统帅席宝田整兵后防和饷械输给地。三十年代红军长征在黔阳又播下了

革命火种。因此，文化方面伴随着政治中心以往居湘西上游各县之首，加以黔阳远在唐开元

中改龙标，王昌龄是开元进士中矫矫者，谪龙标后，人以县名，县以人著，遗风所被，历代

文采，颇不乏人。工书法的前有单炜，廖淮，后有易佩岳。富经世学，著等身书，则有危人

伟，杨景行和主讲常德，郎山书院三十余年的易中明，以及退为儒宗，名标当代，道州大书

法家何绍基是其及门弟子的易良f，叔。民国改元后，三十年代即蜚声文坛的则有向培良。自

然，封建时代文化有它很大的局限，劳苦大众是可望而不可即。但这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陈迹，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至于名胜古迹、芙蓉楼是楚南上游第一胜迹，已列入省

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胜觉寺，钟鼓楼，长安寺均建于宋、明两代。宸濠之乱，宋以方衣冠墓

遗痕，沅水岸侧犹依稀可辨。虏蹄南侵，奋起迎击，叱咤于三湘四水的风云人物邱良玉衣冠

冢，仍雄峙于烟溪山明水秀处，传说中的诸葛营、诸葛城，诸葛井和往昔士大夫之流称述的

黔阳“龙标耸翠"、“沅沅流清黟、“赤宝晴霞"，“狮滩渔纲"，“虎山夜月弦，“盘龙

晓霁"、“金斗斜阳耖，“柳溪烟雨"、“牛坡樵唱"、“龙井晨光∥、“龙舌秋涛矽，‘‘鸬

鹚春浪"等天然十二景点缀在黔阳山水之间，长资谈助。

长征中经过黔阳惨遭国民党士豪劣绅杀害的红军战士在我县剿匪战斗中牺牲的解放军战

士，分别在沅河、江市修建了红军墓，在洗马，大崇、熟坪，托口建有烈士墓、碑，塔，让

黔阳人民千秋万代景仰和凭吊。 ，

黔阳在两千余年历史长河中，各个方面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而在今天为实现四个现代化

高歌猛进声中，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更加奋发图强，同心同德，为振兴中华，

建设新黔阳，进一步提高其应有地位而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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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安江镇 (jI)

安江镇概况

安江位于县境中心，沅水上游东岸。西北隔沅江与龙田、岔头两公社相望，东南邻硖洲公

社。面积约五点四平方公里。1950年建政为安江镇人民政府，1960年建立县级市，1962年恢

复黔阳县安江镇。全镇辖四个街道，十个居委会，一百五十八个行政组，两个蔬菜大队，四十

五个生产队，八千七百七十四户，四万四千六百零六人，其中除少数回，侗等民族外，．余为

汉族。镇人民政府驻油菜园街新建路。

安江是历史上名镇。春秋战国时，位埒王侯，珠履三千，运辩给纵横捭阖于七雄之间的

著名四公子之一楚春申君黄歇即诞生于此。五代时为兄弟民族舒氏所据，置峡州，谓之峡州

新城。宋·熙宁(公元1068——1077年)中，章停平峡州，改置安江砦，因外取沅水至此而

平澜无波，内含“民安江靖黟之意故名。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兼并掠

夺，安江砦遂一变而成为调兵遣将的镇抚中心，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设置安江巡检司。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湖南右布政使马谨驻此。景泰初(公元1451年)，为加强戍守，

设置安江堡，亦名双岩城。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李闯王旧部王进才，马进忠拥军

屯军罗翁，安江是闯部大将郝摇旗、李过跃马横戈与清军对垒鏖战处。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年)裁安江巡检司，置安江驿，旋改安江塘，复置安江镇。黔阳县统辖二十四个里，安

江镇仍分辖子一、子二，石一、石二，太平，永定等十一个里，继续是黔阳县派出机构的政

治中心。加之沅水这条纽带，上联楚南上游第一商埠洪江，下衔沅陵、常德，安江是水运船

舶必泊码头，湘中湘西之间的陆上交通，安江是必经要镇之一，山村之间的产品交换日趋增

多，因而逐步形成二、五、八日的定日墟期，发展成有千余户，近五千人的商业集镇。民国

改元，废里分区设乡，安江镇是礼字区所在地。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安江是农运风

暴中心，区农协设在李氏宗祠(今一完小宿舍)。军阀统治期间，因兵即匪，匪即兵，兵灾

匪灾绵延，致安江较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抗战期间，宝安公路筑通，湖南第一纺织厂

由沅陵迁来，邵阳几家民办烟厂也搬到安江，使安江工商业一度又复为繁荣。但抗战一结

束，又陷于经济凋敝。建国后，1949年11月1日，黔阳县人民政府设安江。1953——1975

年，黔阳地区行政专员公署也设安江，使安江成为全地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现在城区以百货大楼为中心，分新，老两大街，主干街道有。西起安江轮渡码头，东至黄花

坪，长一点五公里，宽十五米和南起百货大楼，北至大畲坪，长四公里，宽八米的两条新建

街路，南起中医院，北至小溪坑桥，长二公里，宽七点五米的老街。在老街上以滨江饭店十

字街为中心，分为南北十三条小街巷，共长二点五公里，宽五米。遍布全镇的街巷一般呈丁

字形，纵横交错，与主干街道相通。城区主要街巷，经过整修，铺油，栽植行道林，面貌大

改观。原来的老街，旧貌换新颜，油路洁净，宅第一新。现在的新街，街道宽敞，绿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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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昔日城郊乱石荒丘，巳建成工业、文化、居民区。过去街上的木板平房，逐步改建成二

至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城镇人口比建国前增加了四倍多。现有省，地，县驻安江单

位一百九十五个，其中工厂企业一百二十九个，主要是。纺织、电力、化工，建筑，交通运

输、针织、陶瓷、竹木、皮件、湘绣、缝纫、酿酒等。1980年，镇街办工业企业三十一个，

工业总产值三百一十五万七千元。镇内有国营商店六十九个，集体商店三十七个，共有职工

一千三百六十九人。1980年，全镇国营商业购进总额八百七十万元，销售二千一百二十六万

四千元，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电视机高挡商品共销出一万二干零二十七件．两个

蔬菜大队共有耕地一千九百一十三亩，其中，水田三百一十六亩，蔬菜地八百九十七亩，柑

桔园六百四十八亩。粮食年产四十五万多斤，蔬菜七百余万斤，柑桔一千八百多担。

文化教育卫生方面，建国前，只有中学一所，小学四所，医疗只有一个卫生所和一些私

．人药店、医生。现在有四所完全中学，六所完全小学，其中镇办小学四所，中学一所，共有

学生一万零二百六十五名。湖南师院黔阳分院、省农校，地区湘运技校，卫校、省银千校也

设在镇内。文化设施有县级电影院二个，影剧院一个、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花鼓剧

团、镇业余剧团各一个。医疗设施有县级人民医院一所，中医院一所，地区疗养院一所，镇

卫生所一所，街道、大队合作医疗站六处。交通方面，公路有安怀、安溆，安洪，安邵四干

线，沅水下通洞庭，上溯洪黔。沟通沅水两岸的清、同治设置的‘‘永济渡一(今渡头坡)，一

叶木舟，现已为机轮船所取代，每十分钟往返一次。

名胜有天创地设横躺江心的凤凰洲，上长芦苇，登山腑瞰，头侧伸，颈以下芦如翼，尾

部卵石粼粼平铺展开，宛如凤凰倦躺江面。风蓬岩(又名锦屏山)，斧削壁立，直竖岸侧，

中有橇径，现成通途，仰望际天，俯视潭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中嵌如门名龙门，其下有一

品石田玉印。道光年问，知县龙光甸认为安江文风之所以不及黔城、太平里，是此岩取名所

误。乃改为挂榜岩，岩左侧不远有梯级，上有一洞，深邃奥险，内水声潺潺，洞口多蝙蝠。

古迹有长安寺，蒋姓家庙，建于宋熙宁中。胜觉寺，观音寺，镇内名刹，前者现建为安

江农校，有水稻专家绿色革命的新星袁隆平执教于此。镇内多庙宇，全都是明清两代在镇抚

两方面的需要而先后建修的，现已改建新房。传说中的诸葛井有多口，现存其一，河对岸文

峰塔在“文革’’中毁，只剩残迹，街头一j不土，是明瑞州知府宋以方衣冠墓，曾围以石栏，中

嵌名家书刻石碑，宋是封建时代典型的殉道者，在点缀风景中又别具一格，毁于1975年，现

为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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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阳县机关驻地

安江新建路大街一角





广柑满库

黔阳县果晶公司地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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