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咎 士
。刖． 百

遵照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和省地名办公室

的编志大纲要求，在省、地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我们编辑了《宜黄县地名志》。

这部地名志是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经过进一步充实提

高，编写而成的。我县于1981年4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建国以来

首次较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对全县2215条地

名的现状、由来、含义及沿革进行了调查、考证和整理，形成了图、

文、1表、卡一套比较完整的地名资料。同时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重

名公社、重名大队、与驻地不一致的大队名及一些含义不妥的地名，

按照上级的规定，进行命名、更名和调整。至此，全县基本上实现了

地名标准化和语音规范化。为了取得更准确、更丰富、更完善的编志

资料，县地名办公室又用了14个月的时间，再次深入各自然村反复调

查研究，并查阅了古县志、有关单位的资料和姓氏宗谱382部，从而

进一步提高了普查资料的质量，保证了编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心-j：的编写，是以公社、大队为行政区划进行的。以“志"为主，’

辅之以“录”。版面格式为辞典式。全书分行政区与居民点、行政与

企、事业单位、重要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革命纪念地与名胜古

迹、有关地名方面的附录等主要部分。此外，还汇集有县政区图、城

区图、古县图，公社地名图、以及各类彩色或单色照片52幅。彩色照

片为便于排版作了适当集中编排，单色照片分别排在各有关地名词象

处。
、



鉴于全县开展体制改革，1984年6月将人民公社改为乡人民政

府，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为了反映这一新变化，我们在公社、大队

沿革部分增写了何时建立乡政权及村民委员会的新情况，以便对照。

《宜黄县地名志》是我县编纂的第一部地名典籍。它通过文字和

图片较详细地介绍了我县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

概况和特点，它不仅为国内军事、外事、公安、民政、城建、交通、

邮电、测绘、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广播、旅游等各部门提供了

准确的地名资料，以利“四化，，建设，而且将给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

带来方便。这是一部用途广泛且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也是一本

较好的爱祖国、爱家乡的乡土教材。

地名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

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妥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

民族团结，对各项工作都有影响，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

强的工作。本志中的地名均为现行的标准名称。因此，今后各行各业

在使用地铝时，都要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名或补充者，必

须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

编辑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者缺乏经验，加之时间紧，

人员少，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欠缺或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宜黄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公元一九八四年十月



一、本志收录县内各类地名共1859条，占地名普查建卡总数83％：

收录地名的范围：凡是行政区划、居民点和普查过的自然地理实体，

均全部收入。对于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只收

录其重要的或具有地名意义的部分。

二、本志编排顺序：凡属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以公社为单位，按

隶属关系，由；II己N南，由西到东为序。大队排在所在公社的后面，自

然村排在所在大队的后面，片村排在所在公社所有自然村后面；其他

各类地名，以县为单位，集中分类按方位排列。

三、两村距离很近，其中一个未另立条目，只注在旁村条目后。

四、各条地名来历含义及建立年代，有文字依据的，其资料来源

均在条目中作了全称记载，如[李氏六修宗谱]、[X X墓碑]。未注依

据的是根据群众传说或实地观察地形地貌而得来的。

．，五、凡标有‘‘【 】”符号的为大队名称；标有“*黟符号的为片

村名称；标有“[ ]’’符号的为地名资料来源依据。

六、本志除个别引用原始资料、方言用字外，均用《现代汉语词

典》的标准字。

七，志中的“建国前后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缩

写； “文革中”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86--1976)的缩写； “公

社或社、队"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刀的缩写；。建国后“区、乡

(镇)黟是“区、乡(镇)人民政府”的缩写。

八、各条地名中的×姓氏由××地迁入，凡未注明县名的，均为



本县范围之内。

九、本志中所列之地名及其情况和数字，除工农业总产值，粮食

产量是1983年的外，均为1980年底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因截稿日期

1980年底为止，故1981年以后的各类地名未收入。

十、县、公社概况中的数据来源，均取用县统计局和其他有关单

位的统计数。大队、自然村的各项数字，均系地名普查中自报数。各

行政区驻地(村)的户数、人口，均包括非农业户口在内o

十一、地名含义。为免重复，凡是以姓氏命名的和因形而名的，

在叙述方位、距离、地形地貌特征时已一目了然的，一般未作解释。

还有些村名，如居住山沟里一、二户人家，昔日当地一般称“寮"，

’村处高地或高山上，昔日当地一般称“寨"；村居平地上，昔日当地

写作“坪”； “坊、堡”等字，多数是表示村庄的意思。这些，在条

目中也未解释，仅在此作上述统一注解。

十二、各自然村的别名、曾用名，一般未写在条目中，另附对照

表于本志后部，其名称的书写仍保持历史原状，未作规范化处理。

十三、本志地名图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5万

航测地图(1971年版)绘制的。古县图是根据清同治版《宜黄县志》所

． 载图样翻印的。

十四、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未作实测，仅示概略范围。对

于跨社、跨队的山，只写在一个社、队之内，不作所有权依据。

十五、相等于公社级的农林垦殖场，地名普查时未列为普查单

位，故编志时排列在专业部门条目内。

十六、面积、产量未注计量单位的均为市制(市亩、市斤)．

十七、本志正文后，附各种有关地名对照表，以供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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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黄县城——凤冈镇





中国共产党宜黄县蚕员会



宜黄县人民政府



新建沿江路中段一角



县城主要街道——学前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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