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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永新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

辑出版的具有法定性质的地名工具书。它是标准化、规范化的地名

典籍，又是国家领土主权的记载，属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简明的形式集中提供永新县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标准读音，反

映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为国内军事、外事，公安、民政，城建、交

通，‘邮电、测绘，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广播、旅游等部门的工

作以及人民日常交往提供使用标准化地名的依据，同时使人民群众了

解我县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的概况和特征，激发

起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遵照国务院和江西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戬县从一九八一年

四月上旬开始至同年十月底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我们

以1：5万地形图为依据，对县境内的行政区划、自然村、 自然实

体、重要的人工建筑、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纪念

地、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由于岁月流逝，环境变迁，过去的

地名存在着不少问题：名称相同、名实不符、用字不当、含义欠妥、

讹错遗漏等现象普遍存在。幸存的文字依据又甚为缺少。这次地名普

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做好了地名标准化的

处理工作，为编辑出版地名志准备了基础资料。

在实体调查中，我们广泛收集民间提供的地名传说，充分利用历

史上的文字、文物资料，同实地调查相互校正审定。本着尊重历史，

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的原则，审

查了全部地名，有的命了新名。我们普查了全县2186．7平方公里的

3415条地名，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可



以说《永新县地名志》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集中表现。

为了便于查阅与使用本书的资料，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共收录地名2780条，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

地名时，要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改动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

上报批准。 ．

二、各类地名，采取词典式志录兼收，地名的含义除以居民姓氏

命名者外，均作简要说明，有理有据者可确信，民间传说已久，虽无

确定，含义健康，其说不一，均合情理，适当录用，以供参考。 。·

三、各类地名按隶属关系收录，重点地名取。志”，一般地名取
“录”。

一

·

’

。

： 。 ，
．

四、行政区划以一九八。年的建置为准，使用的各种数字，是一

九八O年底的统计数字、(仑别注明年代者除外)，自然q-A．口数用地
名普查时的概数表示。部分行政区划因重名，则启用更名后的标准名
称(详见附录三)。

五，本书中的地名图，按所属关系，排在概况文字材料之前，地

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进行实测，不能作划界依据。

六、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公布

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七，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在书后附录了地名汉字笔画顺序检索和
地名汉语拼音检索。

永新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k--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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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县历史沿革表 <1‘)

永新县历史沿革表

历 史年代 省 府 县

虞 扬 州

‘

夏 扬 州

商 扬， 州

周 扬 ’州’

春秋，战国 吴，越．楚

秦 九江郡 庐陵县(永新地属) ．

· 汉 淮南国 豫章郡 庐陵县(永新地属)

东汉兴平元年 扬州部 长沙郡 永新县(此说备考)

东汉(建安四年) 扬州部 庐陵郡 西昌县(永新地属)

东汉(建安?年) 扬州部 庐陵郡 永新县

(‘按《三国志·吕岱传》， 。建安

二十年，孙权遣中郎将吕岱督孙茂

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又’安成、

攸、永新、茶陵四县吏共入阴山城

合众拒岱。岱攻围乃降，三郡克

定·”则建安之时已有永新名矣。)

’ 、

晋 武．帝 荆 州 安成郡 永新县

晋(元康元年) 江 州 安成郡 永新县，(《太平寰宇记》。。晋太

康初，分永新地置广兴，属安成

郡。。)广兴县

隋 江 州 ’吉 州 泰和县(永新地属)

唐(武德五年) 江 州 南平州 永新县、广兴县

唐(武德八年) 江 州 吉 州 太和县(永新地属)
‘

唐(显庆二年) 江南道 吉 州 永新县

唐(开元廿一年) 江南西道 吉 州 永新县

C广一

，／



(2) 永新县历史沿革表

——————————————’————————————————————。——————————————。，。_一续表

唐(天宝元年) 江南西遭 庐陵郡 永新县

唐(乾元元年) 江南西道 吉 州 永新县

宋(元丰六年) 江南西路 吉 州 永新县．

元(至元十四年) 江西行省 吉州路 永新县

元(元贞元年) 江西行省 吉安路 永新州

明(洪武壬寅年) 江西行省 吉安府 永新州(洪武二年为永新县)

明(洪武九年) 江西行省 吉安府 永新县 ，

清(顺治九年) 江西省 吉安府 永新县

中华民国四年(1915) 江西省 庐陵道 永新县(1926年废道，县直属省)

1933年 江西省 吉安专员公署 永新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西省 吉安地区 永新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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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永新县 (3)

永新县概况

永新县位于江西省西部。东连吉安县，东南邻泰和县，南依井冈山县、宁冈县，西界湖南

省茶陵县，西北接莲花县，北毗安福县。县城驻地禾川镇距省会南昌市318公里。全县辖28个

公社，一个镇，一个国营垦殖场，2218个自然村。总面积2186．7平方公里，折合828万亩，其

中耕地面积44．2万亩(含水m40．5万亩，旱土3．7万亩)，占13．54；有林面积135．18万亩，
‘

占41．2％。70335户，400973人，其中农业人口368943人，占92％，非农业人口32030人，占

8％，除1人为壮族，36人为回族外，均为汉族。
j；

永新属半山区半丘陵地区。地势南，北高，中部低．最高处是西北的秋山峰，海拔1391．3

米。最低处为高桥的莲花坪，海拔96米。平均海拔300米。北部为禾山山系，由湖南走入县

境，逶迤五百里；南部为罗霄山脉，绵亘西南、南部和东南部。南北两支山脉之间系丘陵和

田垄。在禾水、胜业水等河流沿岸散布着许多肥沃冲积洲地。全县土质多系红壤、黄壤、沙
●

质壤土及部分白膏泥土。水田大致为泥田、泥沙田、结沙田、沙田、冷浆田五种类型。

永新气候属亚热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8．2。C。一月份均温6．4 oC，七月份均温

29．2。C；≥5。C积温为6498．I。C，≥10。C积温为5750．2。C；无霜期约280天；年降水量

1503．5毫米，降水多集中于春夏两季。灾害性天气有暴雨、寒潮、冰雹，一般出现在三至四

月份，为时极短·

禾水河为境内最大的河，以源于禾山而得名。源于莲花县的琴亭水于砻山口进入县境，

曲折蜿蜒，汇入禾水。源于宁冈的胜业水进入县境后，至双江口亦汇入禾水。禾水向东穿越

县境中部于白堡出境，流入吉安，注入赣江，最大流量2910m8／秒(洪水期)，最小流量为

0．134m8／秒(枯水期)，平均流量68．11118／秒，含沙量3．71千克／m3。雨水季节可通木帆船。

此外，桃溪水，天龙桃花水、荷树坪水等溪流呈叶脉网状遍及全县。

解放前，水利失修，易旱易涝。解放后，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全县有中小型水库65座，

总蓄水量9249万m8；塘堰1478座，蓄水量1454万m。；引水工程863项，总灌溉面积154796

亩。河流两岸兴建了许多排灌站。一九七O年竣工的枫渡水电站提供了工业动力，并供城乡

"，+i



(4) 行政区戈q·永新县

照明。

由于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差异，粮食、油料、茶等作物分布在中部的丘陵地带和东北地区；

林、牧业分布在南北两大山系所属地区。野生动物有山牛，野猪，猴子等，散布于西北、西南、
，

东南山区。野生植物有香附、五加、枸杞等药材和松、杉、樟、柏等树种及各类竹子．在南
’

华山顶有一棵千年银杏，是稀有的珍贵活化石。矿产资源有铁、煤，石膏、石灰石等。位于

7西部的鸟石山铁矿，储量丰富，年产矿石六万吨。

经济构成以农业为主，其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主。一九八O年农业总产值6709万元，占全

县工农业总产值8882万元的75．5％，是一九四九年农业总产值191l万元的3．5倍。粮食总产量

从一九四九年的9802万斤提高到一九八O年的30206万斤；亩产由一九四九年的243斤提高到

一九八O年的800斤，高产田己突破千斤。此外，油菜、棉花、黄豆、红薯，芝麻等是传统作

物。

水产事业以水库为主体j一九八O年水产品总产量I 322担。辖区山地面积广阔，森林资

源丰富，一九八O年木材采伐量120000m8，竹伐量l 6699根。林业产值601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9叻；另外牧业产值604万元，占9叻；副业产值927万元，占13．8叻；渔业产值70万

元，占I呖。土特产有橙皮、酱姜。橙皮香甜，酱姜甜且辛辣，不仅是待客的佳品，而且是通

气提神的良药。梅田洞的石灰，典籍有所记载(《方舆纪要》： 。梅田石白而细。邑人凿取，

随凿随合。”)，远销南昌等地。

解放前，永新仅有一些竹木铁器手工业作坊，现代工业是一片空白。现有省、地、县办

的机床厂，铁矿、化肥厂，水泥厂、砖瓦厂、农机广、电机厂，粮油加工厂及酿酒，制药，
，

副食品加工、印刷等工业。主要产品年产量：碳铵16890吨，水泥37148吨，白酒65吨，黄酒

345吨，十全大补洒I．7万瓶，参茸丸1．7万盒，制砖951万块，发电量181．3万度，电机高频头

12510只，大米加工11253吨。一九八O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l 73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882

万元的24．5呖。

据《江西全省舆图》、《永新县志》记载，兹地古属扬州，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为楚

疆，秦属九江郡，汉为豫章郡。建县于汉末建安四年至建安二十年之间，三国时孙吴规为邑

治。据吴宗慈、辛际周编辑的《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沿革考略》记载，另有汉兴平元年(公

元194年)孙策立一说，则建县距今约一千八百年。

县名来历；据《江西省八十三县沿革考略》载： “建安时已有永新之名矣，又以地形论

之，永新似不合为庐陵县地。。由此推论，兹地西北以禾山为界，东南以义山为屏，环境特

1．

●L十

＼p

，



行政区划·永新县 (5)

定，水陆两便，完全可永设新邑。又据《永新县志》载，兹地“控荆陲而据上游，领郴虔而走

交广。，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民性强悍，被视为南蛮荒野，规为邑治，盼其永远除旧更新。

孙吴赐名之由想必就是如此。邻邑先有西昌，与永新之名相类，可为佐证。

据《永新县志》记载：隋并永新人泰和县，属吉州；唐初，泰和地置南平州，复置永新

县，其后州废，永新复属泰和。显庆二年，永新民以泰和道路阻远，请别置县，邑治于禾山

东南六十里，即今城址。宋元{；占七年划泰和高行三堡归永新。元成宗元年升吉州为吉安路，永

新升为州，至顺年间分永新胜业乡八都建永宁县，明洪武二年废永新州复为县。清因旧制。

乾隆九年，割永新砻西二十都、安福上西十八都置莲花厅。民国初，永新属庐陵道，北伐后

废道存县，属吉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永新解放，，归吉安行署管辖

至今。

永新地势险要，有名的古战场忠义潭，就是南宋末年八姓豪杰三千人抗击入侵的元兵，寡

不敌众，从容投水之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新是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朱德、陈毅、任弼时等同志在永新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

永新的风景区和名胜古迹不少，可惜圮废颇多。著名的有梅田洞、碧波岩，忠义潭、阿

育塔，南塔、禾山，义井等。梅田洞内各种溶岩千姿百态，明朝旅游家徐霞客曾来此游览。

南塔，又名茅塔，建于北宋，承袭隋唐建筑结构，古朴素雅，别具一格。禾山在县城话北六十

里处，上有七十一峰，溪水出其间，溪旁崖壁上有唐朝颜真卿题。龙溪”二字。山下有甘露

寺，唐宋时僧徒极盛，唐朝姚崇、牛僧孺，宋朝刘沆曾读书于寺中，后人立三相堂祀之。

有名的历史人物，唐有许和子，是《辞海》辑录的六十五个音乐家之一，宋有刘沆，宋末

元初有彭震龙，明有刘定之，清有贺贻孙等，可谓代挺人豪。

在共产党领导下，永新人民为革命南征北战，前仆后继。郭沫若同志为永新题诗有句云

。烈士八千磊落才”，正是对永新人民为革命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

永新虽然自古号称。文风鼎盛”之区，却只是相对而言。解放前，文教卫生事业一直处

于落后状态，县城有公私立中小学，但学生不满千人；有卫生院一所，院长兼医师，更无病

床。解放后，全县有师范一所，共大分校一所，完中九所，初中二十五所，在校学生17349

人，教职T_I 179人；小学358所，学生64371入，教职T_2364人；幼儿园(班)24所，幼儿

。1975人，教职-I'．79人。县城文化设施有电影院、影剧院、文化馆，图书馆、业余体校、工人

俱乐部等。各公社均有电影院。全县各级科技组织推动了工、农，林、医等方面的科普、科

技活动，有十多项科技项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果。县城有医院、中医院、防疫站，皮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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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保健站。四乡有中心医院6所，公社医院17所，集体医院6所。医务人员738人，床位

462张。全县计划生育的节育率达N86叻，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九。

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昔日出门爬山的困境。全县现有通车公路72条，计长625公

里。其中晴雨均能通车的计长527公里。全县30个公社(镇、场)，均有公路相通。文竹至南昌

的铁路连接浙赣线。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一九八O年商业销售14428万元，供销

系统销售30523万元，粮食销售303万斤；集市日益活跃，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存

款、贷款和城乡储蓄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县人民政府驻地禾川镇。据《永新县志》记载：汉末建县时，邑治在今县城西三十里处，

今城是唐显庆二年所立。这里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

禾JII镇位于吉安市西南99公里的禾水河畔，因禾水环绕而得名。现城区巳扩展到2．1平

方公里，人口20044人(含7个农业生产大队)，有工厂14个，除少数旧式民房是解放前所建，凡

机关企事业单位之公用建筑及居民住宅楼房全为解放后所建，主要道路亦全系新建。今昔对

比，面目全非，千年古城，正日新月异地飞跃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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