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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县地名志》是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名委员会关于“江

西省市县《地名志》编辑大纲’’的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1981年8月至

1983年4月的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经过反复考证、充实、审查编写出版的，具有法定性的

地名工具书。它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地名典籍，又是国家领土主权的地名记载。

本书以简明的形式集中提供全县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标准读音，准确地反映各类地名

的名称来历、含义、沿革以及其自然地理，经济特征，为四化建设以及人们日常交往使用标

准地名提供依据，激发读者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

． 为方便读者正确掌握和使用本志资料，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的说明：

一、本志采用词典体编排。分为行政区划和居民点、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

实体，纪念地五大类，各大类中的地名均以地名图上自北向南从西到东的顺序排列。

二，为便于查考，附录中备有地名汉字笔划索引表和地名汉语拼音音序索引表。

三，各类概况文字材料引用的数据，除具体说明者外，均以县统计局1980年年报数字为

准，户数，人口则依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I全县总面积及林地面积则采用1981年至

1983年农业区划调查数据。文字中凡“×X公社’’、“××垦殖场"均属简称。

四、本志采用的16幅地名图，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1年出版的1：5

万，1：10万、1：25万地形图编绘。岑阳镇地名图是根据江西省测绘局1982年测绘的1：2

千地形图编绘。兴安县城图系据清道j,d--年(1822年)《兴安县志》复制。地名图中的行政

区划界线，不作划界依据。

五、本志共收录地名1，344条，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其地名，必须以此为

准，如需变更，应按国务院305号文件规定的管理权限，申报批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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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型压缩

木 梭

J 211型

木质麻品梭

横峰纺织器材厂自行设计、安装
的单机多功位电子程控液压技术加工
木梭自动钻孔生产线

横峰毛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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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县历史沿革表
‘

朝 代 年 代 隶属关系 墨名 县治 备 注

约前11世纪一前 《禹贡》江西属
春秋战国 属吴、越、楚

256年 古扬州域

秦 前221一前206年 属九江郡

前2 0 6一公元 属豫章郡馀汗 汉兴，+改九江郡

西 汉 为淮南国，领豫
25年 县，

章等四郡。

(新莽) 公元9—20年 属九江郡 改豫章日九江

属豫章郡馀汗 豫章郡隶扬州刺
东 汉 公元25—220年

县 史部

三 国 属鄱阳郡馀汗 三国豫章郡属
公元222—280年 吴，分成鄱阳等

吴 县 四郡。

晋 公元265—420年
属鄱阳郡余汗
县●

宋 公元420一479年 属鄱阳郡余干
县

南

齐 公元479—502年 属鄱阳郡余干
县

梁 公元502—557年 属吴州余干县 承圣二年改郡阳
郡日吴州

朝
陈 公元557—589年 属鄱阳郡余干 光大二年罢吴州

县 仍置鄱阳郡

开皇九年改鄱阳
隋 公元581—618年 属饶州弋阳县 郡为饶州，十二

年改葛阳为弋阳

公元618—758年 属饶州弋阳县
贞观初属江南道
饶州，开元二十

r
唐 一年属江南西道

乾元元年(758年) 属信州弋阳县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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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代 年 代 隶属关系 县名 县治 备 注

五代南唐 公元923—936年 属信州弋阳县 ，

天禧四年隶江南

属上饶郡弋阳 西路。建炎四年

宋 公元960一1279年 东西路合并，绍

县 兴元年复属江南
；

西路信州。

一 属信州路弋阳
兀 1206--1368年 县

洪武庚子年改信

属湖东道广信 州路为广信府，

明 1368--1644年 兴安 横峰镇 嘉靖三十九年分

府 弋阳、上饶县地

置县。

雍正九年属饶南清 1616--1911年 属广．、信府 兴安 横峰镇 九道 {
．0

1912年 直 属 省 兴安 横峰镇 废府、州 j
：

避与广西兴安县

j

j

1913年 直 属 省 横峰 岑阳镇 同名改今名，横

民 国 峰镇改岑阳镇。

1914年 豫 章 道 横峰 岑阳镇 划全省为四道
1

’1926年 第六行政区 横 峰 岑阳镇

中华人民 1949年5月全县
1949年 上饶(专)地区 横峰 岑阳镇

共和 国 解放



横．峰县概况

横峰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革命老根据地的中心，也

是省内较小的一个县。东邻上饶，西界弋阳，南连铅山，北接德兴。面积6 5 5平方公里。辖

11个公社，1个镇，3个垦殖场，7个居委会，85个大队(分场)，914个生产队，995个自

然村。3．1万户，15．54万人(城镇人口1．98万人)，以汉族为主，有回、藏，苗、壮，满，

畲，侗，高山等少数民族32人。县人民政府驻岑阳镇，西距南昌市2 1 O公里，东去上饶市39

公里。 ～ ’

，
。

境内山地占总面积的32％，高丘占21．7％，低丘占43．3％，平原(包括水面和部分岗

地)占8％。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怀玉山蟠曲于北部边境。北部山区平均海拔500米以

上，是县内的林业基地。米头尖海拔1，366．6米，是县内最高点。中部为低丘岗地带，有耕

地10万余亩。南部属低丘区和信江河谷，全县近三分之一的耕地集中在这一带。信江沿岸地
～

势最低，海拔约40米。土壤多呈酸性，以红壤、黄红壤和红沙泥田、鳝泥田，。沙质潮土等为

主。 ．

境内除源出怀玉山北坡的篁水河西北入德兴境注入乐安河外，?源出怀玉山南坡的葛溪、

岑港，港边河等溪河均西南流入弋阳境汇入信江。县内的溪河水浅、坝多，不通航运。县境

南端隔信江与铅山县相邻，区间河段长约9．8公里： ，

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型。年均温18．2℃，一月均温5．9℃，七月均温29．8℃，极端最低温

度一8℃(1976年1月16日)-极端最高温度41．2℃(1971年7月31日)。≥5℃的积温

6，185．4℃，≥IO'C的积温5，674．2℃。无霜期约260天，11月下旬初霜，8月上旬终霜。年降

水量1，750,-,-,2，100毫米，4—6月降水约占全年的50形。年相对湿度7r6％。日照约1，780小

时。灾害性天气，以洪涝及干旱为主。1973年5月31日降雨211．9毫米，6月24日至26日又连

降暴雨，两万余亩早稻受淹，造成严重减产，1978年6月下旬至10月1 6 oll专天总雨量不足一

百毫米，2．531余亩农作物颗粒无收，5．5万余亩严重减产。

地下资源主要有煤，钽铌、钨、白云石，石英，石灰石等。



4横蜂县概况

横峰以城北岑山横亘得名。秦，汉属九江郡馀汗(干)县。隋、唐至元属弋阳县地。明

朝前半期属弋阳县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析弋阳、上饶两县地置县，名兴安， “凡可

以兴而安之者’’，隶于广信府。清亦同。1913年改名横峰。1914年隶豫章道，1926年隶于

省，1932年起属第六行政区。1949年5月4日解放，属上饶地(专)区。

横峰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根据地。1928年1月2日，方志敏领导了楼

底(今姚家公社境内)起义。1930年至1934年，横峰县建立了全县性的红色政权——横峰县

苏维埃政府，各乡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当时的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司令部

等领导机关均设在县北的葛源。横峰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

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县在斗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5，727人，参战致残的革命残废军

人800余人。在牺牲的烈士当中，有同方志敏等革命领导人一道创建赣东北苏区和红十军的黄

道，有创建赣东北苏区的吴先民、程伯谦，有协助黄道创立横峰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李

穆，有赣东北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邹秀峰、钱璧、滕国荣等，有参加弋(阳)横(峰)

起义，后任闺北第二区书记兼司令员的黄立贵，有闽浙赣苏区领导人王丰庆、杨文翰，吴先

喜等。

横峰向以农业为主。建国前，全县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建国后才开始兴办工业。到

1980年底已有采矿、纺织器材j造纸、纺织，建材、印刷、食品，。制药等10家企业：横峰纺

织器材厂的产品质优价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有较高的声誉，年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

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1，515．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5％。

同所有的革命老根据地一样，解放前夕，人口、劳力锐减，水利失修，田园荒芜，粮食

亩产不到200斤。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全县13．9万亩耕地已得到初

步整治，建有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10座，小(二)型水库73座，水塘3，374口，总

蓄水量6，753．3万立方米，加上机械灌排，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达12．3万亩，占水田面积的

98％，其中旱涝保收面积占水田的77．5％。1980年农业总产值达2，22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

的59．5％。粮食总产量达11，560万斤，亩产9 1 4斤。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盛产茶油。油茶林

遍及全县。建国以来，在恢复旧有油茶林的基础上，营造新油茶林近7万亩，1980年全县有

油茶面积22．6万亩，年产油脂近70万斤，是省内重点商品油基地县之一。“兴安猪"具有皮

薄，肉嫩、易长等特点，是传统的优良猪种之一。

全县有林业用地面积6z万余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3％，其中有林地(不含灌木林及疏



一。． ．一．。。。。；。一。：：；：一一一：；。。。 塑竺墨塑垄!
林)34．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5．8％。用材林的活立木蓄积量约21．3万立方米，以阔叶树、

松、杉和毛竹为主。珍贵树种有楠木、红豆杉，樟树、豹皮樟、黄檀、黄山松、金钱松等。

野生动物有虎、豺狼，狐、麂、野兔、野猪，豪猪，黄鼬，穿山甲等。近年来，发展了水产

养殖业，养殖水面达4，700余亩，年产鱼类85万斤。

浙赣铁路横贯境南。横峰——后占，横峰——永平两支线，即将竣工。横峰—一上饶、

弋阳、铅山等县(市)以及县内的葛源、上畈，港边每天汽车班车往返数次，各公社和大队

之间均有简易公路相通。

建国前，全县只有1所初级中学，学生200余人；小学82所(含保学78所)，学生3，100

余人，1所仅有10张病床的县立医院。到1980年，全县已有完全中学5所，初级中学8所，

完全小学146所，初级小学60所，教师1，236人，在校学生达33，000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85％’幼儿园29所，入托儿童800余人，幼师，保教人员58名。有14所县、社，厂矿医院(含

精神病医院1所)和5个医务室，70个农村医疗站，医务人员738人，病床400余张，还有皮

肤病防治所、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等。城镇除有文化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外，近年还

发展起9个农村文化中心站。

岑阳镇北的岑山洞，幽静凉爽，有终年不断的一滴泉。赣东北革命摇篮——葛源，保存
●

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司令部、红军学校第五分校、

列宁公园旧址以及方志敏同志的故居。为纪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难的烈士们，1953年

在葛源街中心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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