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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四月海军东海舰队司

在国营大茅山综合垦殖场视察工作

一九．石。年十一月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同志一右二v在大茅山

综合垦殖场视察工作时瞻仰革命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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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文件精
，

。

神和《江西省市、县地名志编辑大纲》的要求编纂而成的，是全县第一次地名普查的主要成

果。 ． 。二弼强
。

}≮一一
本志是德兴县标准化、规范化的地名典籍。共收录法定地名2，1 7 O条，全书约4 5万

^

字。每条地名都有规范书写形式，标准读音，所处位置、地形特征和行政归属，绝大多数地
～

名有名称来历、含义、演变，主要物产和风俗人情，有别名或曾用名的同时列出。编纂时力

求史料可靠，数据准确，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它继承了我县地名的历史遗产，为四化建设

和人民日常交往提供详备的地名信息，为县内党政机关及各部门必备的工具书，对外地有关．

部门研究地名、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

编排形式采用词典体。分成“行政区划、居民点矽，“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

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和“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五大类。各类地名一般依：从北到

南、由西至东的顺序排列。为使大队级行政区划名称突出醒目，在其标准名称两端加黑体

方括号，如【占才大队】。片村名称右上角加星号，如“八十源·，，，以区别于自然村。附

录部分收有地名考证材料、古今地名文汇和有关地名管理，普查工作文件，备有地名汉字笔

画顺序检索表、汉语拼音音序检索表·凡收入的地名，’原则上用全称，但也因受版面限制作

了某种省略处理的，如“新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简写为“新建人民公社"I“国营银
．． r．

山综合垦殖场"，简写为“银山垦殖场”，“花桥分场金山林场"，简写为“金山林场"。

本志中的数据，多引自1 9 8 1年地名普查资料，县统计局1 9 8 2年的《国民经济统

计资料》，县农林垦殖局1 9 7 8年的《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及有关部门的近期统计，规

划，大队级以上的户数，人口采用1 9 8 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基本数字用绝对

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用百分比。《德兴县概况》除全县总面积、耕地面积、自然

村、户数和人口外，其他数字均不含中央、省属厂、校、矿，场。地名史料有文字记载者，

均加有注释标号，如(民国八年德兴县志)。

地名标准读音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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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语拼注音。本志收入老苏(维埃)区革命形势图2幅，解放战争时期游击斗争形势



图1幅，少华山(三清山)风景名胜点示意图1幅，县，社古今地名图2 l幅，其中1 8幅系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 9 7 1年版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编绘，经省测绘局审验
k，

付印，行政区划界线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

为了有利于地名的稳定性，增补了新岗山垦殖场和花桥分场直源林场的驻地银城畈，祝

家坟两个自然村名。‘地名普查未建卡的县城内行政、企事业单位和各公社的d"(---)型水库等

水电设施，均列表收录，以照应一般。普查时建了卡而无实际意义的路亭，基本上怠k
相对位置的表述，两个行政区划或一个行政区划与山，地片等大面积的自然实体之间，‘

视作“面”与“面"的关系，只标明隶属的行政区划名称及与其相对方位。而每个自然村与

所属行政区划驻地，则按“点，，对“点"标出相对方位和直线距离。公社驻地至县城驻地、

大茅山垦殖场各分场驻地至总场驻地．j从习惯采用公路里程。公路，河流等线状物标示出在

县内大致方位。

“志，，内地名中的“坑’’、“港，，，德兴方言与“溪’’同义， “垄，，与“坞”同义，释

文中不一一另作注解。

《德兴县地名志》自1 9 8 3年6月开始编写，至1 9 8 4年3月先后刻印“征求意见

稿"向各方面征求意见后，经几次修改，送审定稿，1 9 8 4年1 2月付印。由于办公室人

员少，水平低，加之成书仓促，差错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o

德兴县地名办公室
1 9 8 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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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县历史沿革表

(1 O

县 治 隶属
4朝代耷号 县名 备 注

古名 今名 关系

唐虞夏商周 扬 州

春秋，战国 番邑地 吴，越，楚

秦始皇二十六年
番县地 九江郡 九江郡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 2 1年)

西汉高帝五年 改九江郡为淮南国。汉高帝十一年

余汗县地 豫章郡 (公元前19 6年)置豫章郡，郡治
(公元前20 2年)

南昌，领县十八，属淮南国。

豫章郡郡治南昌，领县二十一，隶子

扬州刺史部。由余汗县析置乐安县。

东汉建安八年
银 银 吴宗慈、辛际周《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

： 乐安县地 城 城 豫章郡 沿革总略》：按县(德兴)志云，汉灵
(公元2 0 3年)

堡 畈 帝析余汗置乐平县(《元和郡县志》)，

⋯⋯唯史志不载，难以征信，故仍从

一统志，系之汉末吴立县名乐安焉。

银 银 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 1 0年)分

三国 吴 乐安县地 城 城 鄱阳郡 豫章郡置鄱阳郡，鄱阳郡郡治鄱阳，
堡 畈

领县九。

晋惠帝元康元年 银 银

(公元2 9 1年)
乐安县地 城 城 鄱阳郡 鄱阳郡郡治广晋，统县八，隶于江州。

堡 畈
银 银

南朝 宋 乐安县地 城 城 鄱阳郡 鄱阳郡郡治广晋，领县六，隶于江州。
堡 畈
银 银

南朝 齐 乐安县地 城 城 鄱阳郡 鄱阳郡还治鄱阳，领县六，隶于江州。
堡 畈

南朝梁承圣二年
乐安县地 吴 州 改鄱阳郡为吴州，治所鄱阳，领县六。

(公元5 5 3年)

南朝陈天嘉元年
银 银 鄱阳郡郡治鄱阳，领县六，乐安县天

银城县地 冶
城

鄱阳郡
嘉元年废。光大二年(公元5 6 8年)

(公元5 6 0年)
镇 罢吴州复为鄱阳郡。太建十三年(公

堡 东
元5 8 1年)仍改鄱阳郡为吴州。

隋开皇九年
鄱阳县地 鄱阳郡

开皇九年鄱阳郡改饶州，大业初复为

(公元5 8 9年) 鄱阳郡，郡治鄱阳，领县三。



℃笼j

县’ 治 隶属
朝代年号 县 名 备 注

古名 今名 关 系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复置饶州，治所

鄱阳，领县九，属洪州总管府，贞观初，

唐武德四年 银 银：
隶于江南道。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乐

平县省入鄱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
乐平县地 城 城 饶一 州 置邓公场，隶于江西盐铁都院。开元

(公元6’2、l，年)。 堡 畈 四年(公元716年)建乐平新县于长乐

水口(今乐平县)。开元二十，年(公元
，

7 33年)饶州隶于江南西道。乾元元年
t

? (公元758年)饶州领县四。

五代南唐．
银 银 饶 州

异元二年析乐平县银山、乐平、南部

舁元二年 德兴县 城
三乡改邓公场置德兴县。饶州为永平

(公元9 3 8年) 城 镇 为永平军 军，治所鄱阳，领县五。管辖疆域见

志中《德兴县政区沿革表》(下同)。

‘

开宝八年(公元9 7 5年)改永平军为饶
银 银 饶 州 州。饶州鄱阳郡，治所鄱阳，领县六，属i

1’+宋 德兴县 城
城 镇r 鄱阳郡 江南东路。熙宁间析乐平之尽节乡，元

丰间又析弋阳之建节乡隶于德兴县。

i

银 银 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饶州路，治所
、

一
兀 德兴县 城 饶州路 鄱阳，领县三，州三，隶于江浙行中

城 镇
书省。

r。● 明太祖辛丑年，改饶州路为鄱阳府，属
e 银 银 江南行省。洪武二年(1369年)改饶州

一明． 德兴县 城 饶州府
城 镇 府，府治鄱阳。领县七，洪武九年(1376

。e

‘‘

年)隶于江西承宣布政使司。

银 银
，， 清 德兴县 城 饶州府 饶州I府府治鄱阳，领县七。

， 城 镇

三 年 银 银 江西省

中 (公元1914年)
德兴县 城 浔阳道治所九江，领县二十。

城 镇 浔阳道

二十一年 银 银 江西省第 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第四行政区治
韭

(公元1932年)
德兴县 城

城 镇 四行政区 所鄱阳，领县六。

民 全省改编为八个行政区，第五行政区
一
～二十四年 银 银 江西省第 治所浮梁，领县十二。1942年改划九个

国
～

。． 德兴县 城
(公元1935年) 城 镇 五行政区 行政区，德兴县隶于第五行政区。第

五行政区治所浮梁。辖县八。 j，



j( 8‘)

县 治 隶 属
朝代年号 县名 备 注

古名 今名 关 系

银 银 江西省 乐平专区驻地乐平，辖乐平，浮梁、婺源、
公元1949年德兴县 城

城 镇 乐平专区 德兴、万年、余干、鄱阳七县。

中 银 银 江西省 浮梁专区驻地浮梁，辖浮梁、婺源、乐平，
公元1950年 德兴县 城

华 城 镇 浮梁专区 德兴、万年、余干，鄱阳七县；。

人
银 银 江西省 上饶专区驻地上饶市，辖上饶市，上饶、玉

山，广丰，铅山、横峰、弋阳、贵溪，余
民 公元1952年 德兴县 城 江，东乡、浮梁，婺源、德兴、乐平，万

城 镇 上饶专区 年、余干、鄱阳十七县(市)。1 9 5 7年

共 鄱阳县改称波阳县。

和 上饶地区驻上饶市，辖上饶市、鹰潭市、上
江西省 饶·，玉山，广丰，铅山、横峰，弋阳，贵

国 银 银 溪，余江、余干、波阳、万年、乐平、德
公元1980年 德兴县 城 兴、婺源十六个县(市)。1 9 5 6年浮梁

城 镇 划归景德镇市，1 9 7 1年东乡划归抚州地
上饶地区 区，1 9 7 9年鹰潭镇改为鹰潭市，由上饶

地区领导。

说明。本表依据明、清时期的《一统志》、《江西通志》、《饶州府志》，《德兴县志》，

《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总略八十三县沿革考略》，《江西省行政区划简册》和《中国

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等资料校核后编成。



德兴县政区沿革表 一’ 一 ⋯，

．年 度I区名 区所在地 乡 (人民公社，镇) 名 备 注

代南唐异元二
<公元938年) 银山乡，乐平乡，南部乡。 该三乡从乐平县

划入

宋熙宁间
(1068--1077)

银山乡、乐平乡，南部乡、尽节
夕。

尽节乡从乐平县
划入

宋元丰间
(1078--1085)

银山乡、乐平乡，南部乡、尽节
乡、建节乡。

建节乡从弋阳县
划入

清康熙十二年

(1673年)

银山乡 辖仁义里一都，要城里

十八、十九、二十都，

敬集里二十一、二十

二，二十三都9泰宁里一’一I一日r‘m J=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

六都，凤凰里二十七、
三十八都。大致为今银

城镇、新营、龙头山、

花桥、绕二、界田等公

社。

南部乡 辖孝顺里五、六都，新
城里七、八都，长居里

十五，十六都，洎溪里

十七都。大致为今泗洲
镇、海口、潭埠、李宅

等公社。
尽节乡 辖化龙里二，三、四

都。大致为今香屯公

社。

乐平乡 辖归义里九、十都，新

义里十一、十二都，寰

玉里十三、十四都。大
致为今新建、占才，畈

大等公社。

建节乡 辖吉祥里二十八，二十

九、三十、三十一、三

十二都，呜呵里三十

三、三十四、三十五、
三十六、三十七都。大

致为今张村、万村、黄

柏等公社。

共有5个乡，15

个里，38个都。

清道光三年

(1823年)同治

十一年(1872年>

《德兴县志》

载。邑，城分四

隅，辖十三坊，

二十三巷，七个

巡更铺。乡，里、

都设置与清康熙

十二年政区沿革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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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九，十，十一、十二都。大致
●

一区 瞻材
为今新建，占才公社。

，，， 辖六，七，八都。大致为今泗洲 共有9个区．
二区 海 口

镇，一海口公社。 8 8个都．

辖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三区 李 宅 七、十八都。大致为今李宅、畈

大公社。

☆

四 区 暖水
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 都。大致为今龙头山、花桥公社。

辖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

} 五区 绕二墩
十七、二十九：三十，三十八

都。大致为今绕二，张村，界田

； 民国八年
公社。

(1919年)’ ，
‘，

辖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三十

六区 黄柏
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三十七都。大致为今黄柏，万村

公社。

辖一，二十三都。大致为今新营七区 新营
公社。 -，

辖二，三，四，五都。大致为今八区 香屯
香屯、潭埠公社。

银城
城区，大致为今银城镇。九区

和顺坊

一区 银城 辖五个保联办公处。
5个区，31个保联

二区 绕二 辖六个保联办公处。 办公处，142个保，

民国二十五年 1，254个甲，
三区 黄柏 辖六个保联办公处。

(1936年) 12，566户，

四 区 暖水 辖六个保联办公处。 63，683人。

五区 海 口 辖八个保联办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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