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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指示精神，为搞好地名普查，建立地名档案，我县成

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地名普查办公室。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在县

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从1981年四月开始，历时一年半，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并编辑出

版了((溆浦县地名录》。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档案资料。

鉴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地方名称复杂混乱。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建设的不断

发展，行政区域划分的多次变动，加之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自发地将老地名改甩

有政治意义的新名，新的地名大量产生。因此，几地重名，一地多名，谬误流传，方言

造字取名、呼音用字不符等问题普遍存在。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

的、系统的调查核实，取消了重名，纠正了讹错，更改了方言造字名称，做了地名标准

化处理工作。但这次编印的地名录资料，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1980)中地字第09号规

定，一概不作为划界依据。

普查范围以l：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境内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

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著名的纪念地以及名胜古

迹的名称进行了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

料，利用一些典籍记载，同实地凋查材料相互校正审定，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对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经过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这次更名的

1个镇(卢峰镇)、2个公社(双井、岗东公社)，116个重名大队更名73个，被分队

而新命名的大队18个。对照原地形图，增补新地名934处，削减地名35处，勘误地

名1525处。

本地名录，将收录的地名分五大类别全部表列。属行政区划，自然村(包括片

村)6795条，自然地理实体204条，人工建筑物61条，有地名意义的机关、企事业

单位308条，革命纪念地1条。全县地名总计为7369条。并对各类重要地名填写地名卡

片1507张。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绘制l：17万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

订装在卷首，以窥全貌。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医．社三级行政单位共撰写概况59篇，

其他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和企事业单位，择其重要的撰写概况44篇，有的还配有部

分照片和说明。对地名名称的由来和含义。一是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二是民间流传久

远，而又合情合理者加以保留，三是其说不一，各具情理者则同时记述。引用数字·

一般以1980年年报数为准，基本数字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字

用百分比。

我县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地名委员会、行署地名领导小组和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助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情帮助和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谢意。

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时间短促，业务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

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溆浦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l 9 8 2年l 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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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九章·涉江》摘录

入溆浦余僵徊兮①，迷不知吾所如②。深林杳以冥冥兮③，猿j穴

之所居④。山峻高以蔽日兮⑤，下幽晦以多雨⑥。霰雪纷其无垠兮⑦，云

霏霏而承宇⑧。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⑨。吾不能变心而从

俗兮⑩，固将愁苦而终穷⑧!

①淑 (xd序)浦。这里所说的_敏浦一，当是淑水沿岸的一个地方。

僮徊(chdn huI缠回)I徘徊不前。

②如l往。

(多 杳 (妒。 咬)l幽深的样子。冥冥(ruing 明)，昏暗的样子。

④狄 (ySu 又)l黑色长尾猿。猿冼泛指猿猴。
⑤峻 (jdn 郡)l山高而陡。蔽l遮蔽，挡住。

⑥幽晦(hui 惠>l阴暗。

⑦霰 (xi&n现)l雪珠。垠(yIn银)I边。

⑨ 稚霏(fei 非)l纷纷，这里形容云气很多。．

承l接。宇I天宇，天空。

⑨幽t深隐的样子。独处。独居。

⑩从俗I随从世俗。

@ 固l本来。终穷t穷困到底。
’

?Ⅵ，

摘自金开诚Ⅸ楚辞选注》

北京出版社1980年5月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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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县．概况

溆浦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沅江中游。东界新化、隆回，南邻洞口、黔阳，西连辰

溪、怀化，北抵沅陵、安化。南北长113公里，东西宽74公里，总面积3457．6平方公里，

折合518．64万亩，其中水田46．1万亩，旱土16．9万亩，山林约335．04万亩，宜林荒山约60万

亩，水面约35万亩，其他村庄、道路等约25．6万亩。其地形概貌被群众称为“七山一水

二分田’’。全县9个区，46个公社(包括3个林业公社)，1个区级镇，2个社级

镇，653个大队，7个居委会，6391个生产队，156851户，713664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为50272人。汉族占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交居有瑶、苗等少数民族二千多人。县人民

政府驻卢峰镇胜利街。

溆浦以县城位于溆水之滨而得名。战国时屈原写的((九章·涉江》。 “入溆浦余值

徊兮，迷不知吾所如"，为溆浦一词载籍之始。溆浦古时被视为蛮夷之地。据《溆浦县

志》记载：夏、商、周时属荆州，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时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

前202年)置义陵县，属武陵郡。究义陵之由，乃邑人闻项羽弑义帝(公元前206年)，

具缟素哭于招屈亭(即今城南四公里的茅坪坳上，1958年修建淑——龙公路时拆毁)，哀

哀遥祭。后高祖闻之，深感邑人道义，建县制时即命名为义陵，县治在今县城南三公里

的龙堆垅下(即今茅坪和梁家坡一带)。新莽改为建平县。莽灭后，复名义陵。东汉光

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废义陵县，先后省入辰阳(今辰溪)、镡城(今黔阳)等县属

地。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析辰溪置溆浦县，隶属辰州。现在的县治是宋代从

梁家坡搬迁过来的。

． 1949年9月19日(农历闰七月廿七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将溆浦县从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解放出来，lO月27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50年3月全县成立了1个

镇，8个区，下没6个居委会和222个农民协会。1951年实行土地改革。1953年春，土改

复查结束，农民协会撤销，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全县设14个区、5个镇、227个

乡。1953年秋，江东等地从新化划入溆浦，岩儿塘、黑狗溪分别划归隆回、辰溪

县。1956年撤区并乡，将242个小乡合并为44个大乡，建立了乡人民委员会，保留了城

关、龙潭两个镇。1958年公社化时，将44个大乡和龙潭镇建为14个农村人民公社，保留

了城关镇。1961年体制调整时，设9个区，农村人民公社由原来的14个划为46个，并建

立了城关、龙潭、江口、低庄四个镇公社，1963年将低庄镇并入低庄公社。从此，区、

社的规模稳定至今．．

淑浦县四周层峦叠嶂。东有紫荆山，南有雪峰山，西有罗子山、卢峰山(今名雷峰

|山)，北有圣人山。四周海拔都在700米以上，以县南大华公社凉风界为最高，海

拔1614米。四周山脉由高渐低向境内延伸，中部为丘陵、河谷平原。地势走向是东、

南，北较l岛，西部略低。全县山地公社约占60％，丘陵公社约占25％，平原公社、镇约



占15％，属山区县。

沅江从县西部江!--I区穿过，流经两社一镇入辰溪，长约20公里。溆水是县内主要

河流，发源于县南金子山西南侧的架棍田，流经龙潭、小横垅、水东、麻阳水，江L1区

的21个公社、镇，于江口镇犁头咀注入沅水，长约143公里。北有四都河(又名宣扬

江)，发源于让家溪的圣人山，流经低庄，花桥，桥江，水东区的lO个公社，于新坪·

公社车头注入溆水，长约77公里。西北有三都河，发源于木溪公社的纱帽瑙山，流经麻

阳水、桥江区的7个社，镇，于广福桥注入溆水，长约5l公里。县东南有龙王江(又称

高明溪)和猫儿江两水，均发源于淑、隆(回)边界，全长分别约为48和42公里，流经

沿溪、中都，两丫坪、九溪江、龙王江公社，水量较为充沛，分别于高明溪和猫儿江注

入溆水。县东部的江东河、石牛河于两江公社双江汇合成两江河，流经善溪入渠江，于

土珠塘进安化县注入资江，在溆浦县境全长约46公里，此江系三个林业公社流运木排的，

主要河道。善溪江至渠江历来通木帆船，柘溪水电站建成后通机帆船。

溆浦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壤和黄壤地带，雪峰山地红、黄壤，紫色土——黄

泥、紫泥田区。土壤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海拔500米以下为红壤，500米至750米为黄

红壤，750米至1000米为山地黄壤，1000米以上为山地黄棕壤和山地草甸土。非地带性

土壤有黑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紫色土，潮土，菜园土和水稻土。县北部(让家溪，

大渭溪、水隘，谭家湾一带>和东部(岗东，善溪，两江，中都，沿溪一带)中低山

区，为大面积板、页岩红，黄壤，土质良好，水源丰富，适于林木生长。南部(龙潭区

一带)中山区为花岗岩红、黄壤，含钾较多，质地偏沙，水土流失严重。西部(江口，

舒溶溪、均坪一带)低山区为石灰岩红壤和红色石灰土，质地较粘，水源缺乏，易遭干

旱。中部(低庄、观音阁、花桥一带)丘陵区为紫色土，富含钙质，土壤侵蚀剧烈，自

然植被较差。溪河沿岸及平原区(水东、桥江，低庄，麻阳水一带)，广泛分布着河淑

土，河沙泥田，土质肥沃，灌溉自流，为全县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

溆浦受季风影响，属大陆性亚热带湿润季风气侯。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I热

量丰富，雨水充沛，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冬夏较长"的气候特征。县内年

平均气温在16．4——17．8℃，多年平均为16．9℃。元月最低气温常在零下3——510

(1977年1月30日出现零下12．6℃)，七月最高气温常在36——37℃(1972年8月27日出

现40．5℃)。年降水量在970——1900毫米，多年平均为1411．4毫米，五月份雨量最

多，十二月份最少。全年日照为15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为280多天。但由于境内地形

复杂，地势高低不一，山峰谷地，岭南坡北，山地小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形成多样的山

地气候。

全县矿藏资源较为丰富。煤蕴藏量最多，烟煤约为5800万吨，itl煤约2280万吨，石

煤蕴藏量更多，分布在麻阳水，低庄、江口、两丫坪、龙潭等区。有地、县，社办煤

矿14个，1980年产量为43．63万吨，远销省内外。金属矿有铁、锑、钨、钒、铀、

锰、金、铜，铅、锌，钛、铍，锡等，非金属矿有自云石、高岭土(瓷泥)，软质粘土

(耐火泥)、石灰石等。瓷泥质地优良，储量丰富，尤以黄茅园公社青界的高岭土球泥

为世界所罕有。石灰石遍布全县。这些矿藏资源为发展地方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溆浦人民除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外，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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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湘西边陲，交通闭塞，官匪勾结受害更甚。工农业生产极为落后，经济凋蔽，民不聊

生。建国3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建国前，溆浦水旱灾害频仍，1949年粮食亩产仅351斤。建

国后，兴建了各项水利工程40351处，其中；中型水库3座(深子湖、金家洞、杉木塘水

库)，中型河坝1座(千工坝)，小(一)型水库19座和河坝8座，小(二)型水库134座和

河坝30座，水轮泵32处33台，电灌39处44台2899千瓦，机械排灌动力10172马力，喷灌

设备30处36台。全县有效灌溉面积372300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为325000亩，占水田总

面积的70％。同时，发展了各项农业机械。全县有农用汽车48辆，大、中型拖拉机和手

扶拖拉机411台，各种内燃机，电动机3289台，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初步

奠定了基础。全县兴建中，小型水电站124个，装机140台，火电厂1个(1500千瓦)，装

机总容量10122千瓦，为1949年72千瓦的140倍，1980年发电1327万度。在生产上采用科学

种田，改革耕作制度，推行三熟制。1954年试种20亩双季稻成功，后每年种植20来万

亩。因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不断上升。1980年粮食作物面积561187亩，总产量为

4亿4922万斤，平均亩产801斤，比1949年增加1．3倍，棉花21221亩，总产量135．6l万

斤，为建国初期的2．6倍I油菜77507亩，总产量828．28万斤，为建国初期的3．4倍I牲猪

饲养量为481473头(其中出栏218700头)，比建国初期增加3．8倍，水产鲜鱼12200担，

比建国初期增加2倍。甘蔗、茶叶，药材、烟叶、水果等均成倍增长。柑桔，油菜和白

鹅曾拍过电影。溆浦水果生产历史悠久，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品质好。1975年全

县水果总产达150万担(人平2担)。冬春可吃到汁多味美的柑桔，夏季则有酸甜适度

的梨、桃，李，枇杷、杨梅，还有大量的西瓜，香瓜、甜瓜，秋天有甜脆爽口的红枣，

板栗、柿子、葡萄、猕猴桃等。品种丰富多彩，四季皆有，远近闻名，有些还销售国

外。在水果中素负盛名的柑桔，1976年以前的10年，每年都在20万担左右，1966年曾高

达262198担，故溆浦素有“柑乡打之称，是全省柑桔基地县之一。柑桔面积由1949年

的4800亩发展到29235亩。建国后遭三次大的冰冻，特别是1977年初的冰冻极为严

重，90％的成林被冻坏，故1980年的产量只有21959担。目前，柑桔生产正在恢复发展

中，享誉国际市场的甜橙，脐橙，雪峰蜜桔、朱红桔等良种正在大力发展，再过几年，

产量将会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

森林资源，较为丰富。全县335．04万亩山林中，用材林107．6万亩(有杉，松、檫、

樟，楠，稠、柏、栎，泡桐、香椿、臭椿、银杏等主要林种)，经济林71．8万亩(有油

茶，油桐、板栗、柿子，枣子、漆树，乌桕、棕榈、桂皮，杜仲、厚朴、山苍子等)，

防护林2．6万亩(有白杨、刺槐，枫杨、柳等)，还有法国梧桐、桂花、苦楝、女贞，

黄杨等风景林树种。除上列林种面积和60万卣宜林荒L【J外，其余93万亩为疏林、薪炭林

和灌木林。全县立木蓄积量为326万立方米，楠竹724万根。森林复盖率为40．92％。建

国31年来，造林121万亩(保存面积为69万亩)。向国家提供：木材120．5万立方米，楠

竹59万根，松脂5927吨。产茶油56万担，桐油15万担，以及各种林副产品。林业生产现

已建立基地，国家进行重点扶植。县有五个国营林场和一个苗圃，营林15．4万亩，林业商

品用材基地22个，营林132万亩，油茶林基地9个，经营油茶林19万多亩。还有社队办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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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238个，专业劳力1565人，营林186万亩。因过来对林业生产认识不足，重采轻育，

使全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损失。但由于国营、社队林场和基地的建立，林业生产面貌有

所转机和改变。

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建国前，溆浦仅有一些个体手工业和小煤窑，小作坊。建

国31年来，全县办起了氮肥厂、罐头厂、石灰厂，水泥厂、瓷厂、耐火材料厂、建筑预

制件厂，煤矿、钨矿，锑矿、钒矿，铀矿、锰矿等地方国营企业25个，集体企业36个，

镇街工厂9个，校办及厂办家属工厂2个，农村社办企业162个。1980年总产值3970万

元，为1949年65万元的61倍，由占工农业产值的1．15％上升到20．76％。县内还设有国

防工厂红远，红阳等机械厂，省属维尼纶厂，地属大江El水泥厂和天星堂、椒板溪、大

江口煤矿。全县主要工业产品有罐头、日用陶瓷器、白沙糖、饮料酒、维尼纶，铁锅、

印刷品，竹木制品、皮革制品，塑料，服装、小五金、铁棕农具、活性炭、原煤、钨精

砂，耐火材料、碳氨、水泥、石灰、砂石、水磨石，锑、机砖等45个品种。其中。罐

头、工艺美术瓷、锑、钨、竹制品都远销国内外。社、队工业从六十年代来发展较

快，1980年产值为746万元，占社队企业总产值1808万元的41％，从事社队企业劳力2．3万

人，占农村总劳力的9．6％。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0年社员向国家交售粮食5278万斤，棉花125万斤，食

油375．5万斤，蔗糖123万斤，茶叶88．8万斤，烤烟6．5万斤，牲猪10．13万头。商品纯购

进总额达4599．87万元，人平64元，其中农副产品采购总额为3275．19万元，农业人

平50元。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为7549万元，人平106元。因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购买力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上升。

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建国前，山路险阻，交通闭塞，仅有山(塘驿)烟(溪)公

路和溆桥公路。现有湘黔铁路穿越lo个公社，长达80公里，沿线建有8个火车站。公路

有省管干支线323．7公里，县、社公路325．1公里，社、队公路325．3公里，还有单位专用

公路14．5公里，全县公路总长共有988．6公里。现除善溪公社外，社社通汽车，半数以

上的大队通公路。县境的沅江、溆水中下游和两江河常年可通航。

文教卫生、发展甚快。建国初期仅有完全中学一所(即省立第九中学)，小

学329所。1980年底，全县有中小学728所，某中完全中学13所，社(镇)中学48所。在

校中小学学生达143959人，占总人口的20％，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在校学生

比1950年14313人增加9倍。建国初，中、小学教员536人，1980年为6622人(其中民

办教师4224人)，比建国初增加11倍。科学、文艺、广播、图书、电影等事业也相应发

展了，队队有相连的广播宣传网，还有8所电影院和47个电影队，43个文化馆(站)，

1个县剧团，1个县图书馆(藏书14万册，其中线装书籍4万册)。从而大大地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县、区有医院8所，中医院1所，社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共

有病床1174张，为1950年25张的47倍。1980年卫技人员907人，为1951年59人的15．4倍。

医疗技术大大提高，县人民医院用红花、泽兰等中草药医治“出血热’’疗效很好，闻名

省内外。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人民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溆浦从置义陵县以来，已有2182年历史了。虽地处湘西边陲，交通阻塞i但在历史

上成了兵家在战略上必争之地。明代石邦宪扎营龙潭“平苗刀，龙潭营盘山因此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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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明末李自成名将牛万才曾在溆浦打富济贫达三年之久。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淑浦暴发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8年5月

舒溶溪农民的武装暴动，轰动了湘粤，1935年冬，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

团)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部长征经溆浦，并在此休

整、扩军近一月之久，发动农民打土豪劣绅，播下了革命火种。

溆浦山水，风景优美。卢峰叠翠于西，溆水萦带东南，春天桃李纷飞，夏日金田绿

畴，秋季桔红桂香，冬则峰峦积雪，江山如此多娇，故历代骚人墨客赋诗皆取景于斯。

据县志载有： “卢峰仙隐、溆水屈遭，桂坊秋月、桃谷春风、龙堆积雪、鹰渚回波、芦

潭渔唱、栎陇樵歌，，的溆浦八景。但由于年深日久及城镇建设，加之长期忽视文物保

护，现仅半数尚存，且已面目全非。

卢山巍巍，溆水悠悠，溆浦历来人才辈出。这里仅举其现代人物t中国共产党创建

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同志(1895——1928)，诞生在

溆浦县城解放街。她在这里渡过了童年和少年，还在家乡办学三年，后赴法留学，回国

后，先后在上海、武汉领导工人运动，于1928年5月1日在汉口壮烈就义。向警予故居

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革命时期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八军政委、湘赣特委

书记邓乾元同志(1904——1934)的故居在新坪公社车头村，1934年在江西牺牲，中

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广州部队政治委员向仲华同志

(19ll——1981)的故居在观音阁公社浆池湾。近代学者、教育家、出版家、《辞海》总

编舒新城(1893——1960)，史学家、考占学家向达(1900——1966)等，都是溆浦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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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皇甫五(七绝诗) 王昌龄

溆浦潭阳隔楚山，

离尊不用起愁颜。

明祠灵响期昭应，

天泽俱从此路还：

——摘自《金唐诗))143誊1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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