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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区别各个地理实体的称说符号，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

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地名称说是否标准稳定，书写是否正确

统一，与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文教，测绘，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应山县地名志》是一本介绍应山

县地名的资料书。这本书辑录了县、公社(镇)、大队，自然

村(集镇)，重要自然地理实体，主要人工建筑物，和部分企事

业单位的名称及其含义、历史沿革，基本概况，并插有行政区划

地名图。‘
’

《应山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酱查成果的基础上汇编的。

我县地名普查是在全国统一部署下进行的，自1980年6月开始，

至1981年7月全部完成。在历时一年的时间内，全县各级地名酱

查工作人员，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以1·50000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2675

平方公里地面上的8897条地名进行了逐条核调，经过深入调

查，广泛听取当地群众意见，认真考证有关文史资料，并按照

音、形、义的处理原则，对许多地名做了标准化的处理，基本

上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围内不

重名。对个别地名含义虽有不妥，但群众已使用习惯，不愿意改

变，故未强行改动。

<<应山县地名志>)，系根据国发(1979)305号文件《国务

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和“中国地名委员

会关于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进行整理的。因此可以说Ⅸ应山县地

。·1·、



名志》的编辑出版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本《地各

志》中公社(镇)，大队，自然村(集镇)地名全部收录，自然般

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录取重要的。凡辑录的地名，

．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都要以此为准。今后

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动某地名，要按照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应山县地名志》行政区划地名图中所标行政区殳f界线，坶*
未进行实测，不住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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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地名志按行政区划次序排列·以镇，公社为单位，先

． 排镇、社地名图，概况及公社驻地所在大队和自然集镇，其余大

孰、自然村、镇则以现有管理区为单位排列，其他地名，按其同类集
。”

中排列。 一
。

、

二、本地名志共收录地名7302条，其中：行政区划类547条’自

然集镇类44条’自然村类6467条，自然地理实体类92条，人工建

筑物92条’企事业单位类29条，其它类3l条。地名图16幅，附录
一 5件。这些地名均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并用汉语拼音字

‘．’母进行标准拼音，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准。

三、本地名志地名标准名称公社、大队分别用四、五号黑体’

字，其他用五号宋体字排印，接着排汉语拼音字母，人口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其他内容包含在I注l后，(含别名，位置，名称含义

及其沿革、概况等)。。 ，

四、为区分集镇与自然村，故在集镇名称后用“·力，自然

村后“△挣表示片村。

五、关于当地使用的冲，绣，畈、岗、岭，沟，洼等通名，

一除部分已作说明外，，现统作一般解释。两侧高中间低为冲，一冲

两侧为螃，小块平原或斜坡田称畈，纵向长山为岗，横向山脊为

岭’三面环山或中闯低称洼；两山之间的峡谷叫沟。自然集镇一
一

搬称店，个别叫街，也有无通名的。

六，本地名志所用的各种数字，均是1979年底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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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人口，是地名普查时的概数。行政区触总面积，系按现农

实辖面积求得。所用高程系，除人工建筑物采用吴淞高程系外，

其他高程均采用1973年出版的1 t 5万地形图所标黄海高程系·

i一。 。气分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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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县概况

YING C—HAN×IAN GAI KUANG

应【JtA-,位于桐柏山东南麓，湖北省东北部，孝感地区北

部，东接大悟，南连孝感、安陆，西邻随县，北同河南省信阳县

毗连。县境东西极端直线宽57．；公里．南北极端直线长78．T5公

里，跨东经113。31 7——l“。07 7，北纬3l。23，——32。05，。县人

民政府驻城荚链南至孝感地区行署驻地——孝感公路里程97

县人民政府

·1·



公里，至湖北省府驻地——武汉市，公路里程1754}里。。。

据1979年年末统计，应山县辖13个人民公社，2个镇，62个

管理区，521个生产大队，4645个生产队，7866个自然村，45个农

村集镇。县境总面积2675平方公里，折合401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638，680亩，-(水田519，560亩，旱地119，120亩)占总面积的

15．93％，林地面积1，823，900亩，占总面积的45．45％，荒山44

万亩，占总面积的10．8％；水面122，530亩，占总面积的3％；司

用面积共占总面积的75．18％。全县人口共136，405户，687,935人。

其中从事农业的126，353户，635，228人；总人口中除城关、广水两

镇有回、满、壮、白、土家、朝鲜、布依等少数民族共250多人

外，均系汉族。
一

．

．

应山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周为贰国。秦为南阳郡随县地。汉

为江夏郡郡县地。晋为义阳县地。刘宋为永阳县地。北魏为应姒

平埒县。北周为应州平靖镇。陈仍因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年)废应州为应山县，应山县之名始此。唐贞观八年以应山

，县属安州，后五代及宋未改。元以应山县及随州并属德安府。明

洪武二年仍属德安府隶沏广武昌道，嘉涛十九年改隶荆西道。清

初仍因之，后改隶汉黄德道。(以上均据清同治《应山县志》卷

二第四至第七页)民国32年前属湖北第五督察区，下辖52个半

会’日寇侵占期属伪湖北省第三督察区，‘下辖4区29个联保处。。

(据民国32年湖北省政府编《湖北统计年鉴》)应山解放后属孝感

t专署。1959年12月孝感专署并入武汉市，应山同属武汉市，1961

年6月市地分治，仍归属孝感专署。应山县建治以来，自隋迄今

1300余年无异名。应山县名称来历：查得清同治《应山县志》卷四

山篇记载：“印台山，城东门外迤南长数十丈，高城十数丈，视

城如釜底，歼悉毕见。原名“应山"，以其方平如台，又名“应

台”，后人以其形似印，更名“印台"。由此可知，应山县名称

可能以“应台山，，简化得名。应山县治城垣建于明嘉蜉十一年至



十四年，平于1951年9现为环城东，西路街基。
’

应山县于1949年4月解放，随即成立县人民政府，下设9区、

2镇，即大邦、十里，东篁、京桥、应店，陈巷、马坪、余店，

郝店等区，城关，广水两镇。1950年春，郝家店发生反革命暴乱

后，撤销郝店区，分设吴店、蔡河两区，共有10区2镇。1953年

将区镇改以序数命名，共8区2镇，大邦、十里并为第一区，京

桥、应店合为第四区。1955年改县人民政府为县人民委员会。19

56年农业合作化时，撤销区的建制，分别设10个生产指导组。19

57年又恢复区、镇建制，设7区2镇。1958年撤销区，镇建制，

分别成立灯塔、东风、红旗、长青、七一、上游，燎原等7个人民公

社，实行政社合一。’1960年公社名称改以原地名命名，增设广水

镇公社。1961年缩小公社规模，恢复8区2镇，下辖60个人民公

社。“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改县人民委员会为县革命委员

会。1975年撤区并社，分别设19个人民公社。1979年实行部分政

区调整，撤去4个公社，恢复城关、广水两镇，实有13个公社，

两个镇，即现在的城郊、十里，广水、杨寨，李店、陈巷，长

岭、马坪、余店，’关店，蔡河、郝店，吴店等13个公社和城关

镇、广水镇。1981年初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人民政府，

并增设县人大常委会，政协应山县委员会。 。

应山北部地处桐柏山脉南麓，山多隘险，向为兵家必争之

地。据清同治《应山县志》载： “平婕关，即古冥厄也。林木丛

郁，怪石嶙峋，车不方轨，马不并骑。俗传汉寿亭候经此，窃窃

然憾之，传为t恨这关’，后有凿山通道，遂为冲途。，，又，相传

宋代杨文广驻桨溪店，箭射瞒箭垛不过，称瞒箭垛为“拦箭垛’’。

应山的这种险要的地势，使古代军事家们望山兴叹，但在现代战

争中却成为我党我军进行革命活动的有利地区。据调查：1926年

至1927年问，在北伐战争的推动下，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左觉民，

施心甫、黄明青等同志在应山城关“魁星楼’’(原双梧学校)举

·3·



办过应山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每期学员50一60人．学员结业后分
- 赴各乡发动农民运动。县农民协会主席由施心甫同志担任。各

区，乡也都迅速建它起农协会，会员达67，000多人，成为湖北省

农民运动的重要县份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应山成立

了第一个中共应山县委，领导了响应黄麻起义的武装斗争。同时

在应南应北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是红四方面军活动区域之一。抗

日战争初期，在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下i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 ．

．． 由杨常安(当地人)任抗日游击大队长。1939年1月，李先念同
’

志受党中央和中原局的委派，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在县北桨溪
’

店东四望山西北一带活动，并于同年2月在西余家店首战日本侵

略军，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民心。1940年成立了

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应山县政府。在县境内还先后成立了安

应县(包括应南部分)，罗礼应县(包括应东北角)，礼南县 ：

(包括应东南角)，信应随县(包括应西北角桨溪店■带)和 ，

。信南县(包括应北小河黄土关一带)6 1945年下半年，鄂豫皖边

．区领导机关和新四军第五师在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同志的’ ·

率领下，从大悟山迁至四望山西麓、桨溪店一带整训部队，进行、

了反内战的准备工作。1947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在桨

溪店组成桐柏军区，并建立信应随县，第十二纵队和中原独立旅
‘

挺进鄂中组成江汉军区，随即开辟应随县，恢复安应县，铁路东

．一带则属鄂豫军区管辖。1948年底，为配合淮海战役，我军在应

山城关附近三台山一带以一师的兵力牵制敌军数旅，激战数日，．+．

胜利完成了牵制任务。1949年4月，李先念等同志在广水镇附近’ ．

召开了重要会议，成立了临时中共湖北省委，对解放武汉作出了 。

部署。 j， ．

·

．

．，一

．， 、

一， ‘：

应山县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北部有三分之一山区，自西北向
‘

东南倾斜。桐柏山脉横亘，重峦叠嶂，境内700米以上山峰有大贵
“

一山、四望山，二妹山、中华山、韭菜坡等，山蜂平均高度在海拔

·4·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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