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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为目的编纂而成的，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 ，

一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民族的迁徙和建设事业的

发展，地名也相应地不断形成和演变。因此产生部分地名异地同名，一名多写、用字不当和

讹错遗漏等现象。通过这次地名普查，在1：5y／地形图的基础上，对全县主要地名资料进行

了全面、系统地调查核实和归纳整理，增补地名1679条，删去地名45条，勘误地名1650条。

金县普查的7803条地名，基本上达到了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同时，经上级批准，更名一

个区、一个镇、一个公社、六十一个大队。

本书收录地名的主要内容有：标准名称，名称来历、更替及涵义，公社以上行政区划及

．部分重要地名的简要概况和插图，沅陵县地图等。共分五大类，十三个项目。其中行政区划

名称725条，自然村、街巷名称4990条，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559条，水库、电站

等人工建筑名称322条，企事业单位名称30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12条。收录文字概

．况117篇，其中公社以上行政区划名称，以文字概况代之，其余均编入各条地名的涵义解释。

地名来历、涵义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凡合乎情理的，两说并录。由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而得

名的地名，只要内容健康，原则上加以录用。

在处理地名标准化时，为避免因改地名过多，而造成地名的混乱局面，对群众已使用习

惯的同音字、简化字、少数民族语译音字等，凡在通用字范围内，则予以保留，一般在涵义

解释中均加以说明。对生僻的方言用字，除根据省地名办《关于某些地名方言用字的处理意

见>，保留使用牡强”(1uS)，“墒”(tang)字外，其余全部改用同音字代替。如。零”(1ad、“象”

(na)等，改用4乃”，“捺”等同音字代替。对一些具有方言意义的通用字，如山间小坪场，

官庄一带用“塌”，麻伊湫一带用‘‘塔”，均予以保留。本书所用数据，都以1980年底年报数为

准，并经过各专业部门核实。

书中收录的地名，原则上用全称，因受版面限制，少数地名作了一些省略处理。如：沅

陵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简称为××公社。县属齐眉界林场、仙门林场，按体制应编

入企事业单位，因其所辖范围较宽，有方位意义的下属单位较多，故列入行政区划、自然村

一类。

标准的地名图，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鉴于县内五强溪大型水电站即将兴建，淹

没区域涉及到五个区，二十二个公社。由于行政区划要进行全面调整，因此，不绘制分区地

图，只绘制1：20万沅陵县地图，装订卷首，以窥全貌。

一 本地名录的编排形式，装帧为十六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沅陵县地图，前言，目录，沅

÷，

‘

二
t扣 ． ，牛

一r
lf

lI



陵县概况。中间部分，根据各条地名的不同情况和要求，分项阐释其内容，少数地名并配有

插图。卷尾附有沅陵县更名单位新旧名称对照表、沅陵县消失村名登记表、沅陵县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成员和‘沅陵县地名录'编纂人员名单。
。

。
⋯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于我县历史上曾为汉族、土家族、苗族杂居地，语言各异。

而汉族语又有乡话、始客话、“蝴蟆闹”话、沅陵客话之分。几种语言相互影响、渗透，对确

定地名的标准名称和涵义解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力求内容正确可靠，编写人员在地名

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复核考证工作。采取个人编写，集体修改，专人把关，领导

审核定稿等编纂方法，较好地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和智慧，从而使收录的内容较为确切。

本地名录的编纂出版，得到湖南省地名委员会，怀化行署地名领导小组的关怀和指导，

以及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特别是参加地名普查的全体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l

编纂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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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县概况，

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沅水中游，旧有“湘西门户”之称。东北与桃源接壤，东南

与安化为邻，南连辰溪、溆浦，西与古丈、泸溪毗连，西北和北面与永顺、大庸交界。总面

积为五千八百。九点四九平方公里。有耕地五十三万九千三百七十七亩，其中水田四十九万

O一百一十七亩，旱土四万九千二百六十亩。截止1980年底，全县辖七个区，五十个公社，

一个镇，六百六十六个大队，六千。五十九个生产队，十一万七千八百。六户，五十三万八

千八百六十人。有汉族、苗族、土家族和回族等共十五个民族，其中汉族居民占99．3％。县

内有太常、乌宿、麻溪铺、凉水井四个区的十八个公社，流行一种与汉语不同的方言，称为

。乡话”。

远在虞夏商周之际，县地属荆楚。春秋时为楚巫中地。秦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始置沅陵县。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封长沙王子吴阳为沅

陵侯。新莽时改为沅陆县，莽败恢复沅陵县。东汉仍属武陵郡。三国初地属蜀，后属吴。两

晋属荆州武陵郡。南北朝宋、齐，梁属郢州刺史武陵郡，陈初属武州通宁郡，后属沅州沅陵

郡。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封叔兴为沅陵王。隋始置辰州，治沅陵。唐初属辰州，后

属泸溪郡。五代地属马楚。宋、元先后属辰州沪溪郡军事，辰州及辰州路。明太祖洪武九年

(公元1376年)，改辰州路为辰州府，治沅陵，隶湖广布政使司。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

封辽简王子朱贵爝为沅陵王。清时属辰沅永靖兵备道辰州府，府治沅陵。民国元年(公元1912

年)，废沅陵县，直属辰州府。三年(公元1914年)，恢复沅陵县，隶辰沅道尹。十年(公元

1921年)废道尹，后直属湖南省，辖二十五个区、镇，后改区为乡。民国二十四年，属湖南

省第九行政督察区，区治沅陵。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奉命南下，挺进湘西，于九月十八日一举解放了沅

陵。沅陵人民从此获得新生。 。

1950年，全县分置十个区。1953年将原仁平、治平及孝平兰乡划归大庸、辰溪两县后，

全县置十六个区一个镇。1956年撤区并乡，全县辖五十五乡一镇。1958年全县辖十六个人民

公社，一个镇。1961年缩小体制后，行政区划至今未变。县以驻地沅陵得名。．

沅陵县属大山区，地形比较复杂。南北多为高山，中间为沅江谷地。最高圣人山y海拔

1355．3米，最低为界首，海拔50米。一般海拔400一500米。境内山岭起伏，溪河交错，高山

区占24％，中山区占31％，低山丘陵区占45％。 、

县内以沅水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山脉，十一大支脉。沅水之北属武陵山脉，，由北向南倾．

斜。西自凉水界，东至雷家凸，逶迤一百。三公里，为沅，澧水系分水之脊。有凉水界、盘

龙山、锅锅垴、．贵竹山，堡子界、雷家凸六大支脉，近百座高山。山岭多系马头形状，自军



大坪公社赵家山大队马头垴起，东至桃源县境，俗有“四十八个马头垴下桃源”之称。沅水

以南属雪峰山脉，由南向北走向，有九龙山、洪山界、圣人山、王尖、苦菜界，共五大支脉，

蜿蜓一百。二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三。

县内主要河流有沅、酉二水。沅水由西南入境向东北流出，横贯其间一百四十公里，流

经四个区，十五个公社和沅陵镇。酉水由西北流经二个区、六个公社，子县城溪子口汇入沅

水。境内长五十公里。全县共有大小溪流四百余条，其中有舒、杨、荔、蓝、怡、酉、明、

深、朱红、大晏、洞庭等较大溪流，分别注入沅江，酉水。

沅陵县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域，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春夏之交多雨水，夏秋之际炎

热干旱，冬春之交较寒冷等特点。据建国后三十多年来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16．6℃

左右。以元月最冷，最低气温至零下13℃，七月最热，最高气温达40．30c，年平均降雨量

1478．5毫米，年蒸发量1199．3毫米，相对湿度为79％。年平均无霜期为272天。气候湿润，适

宜种植水稻、早粮和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生产。

森林、水力、矿藏、农副土特产等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全县溪河多年平均总产水量约四

十六亿五千万方，可以充分利用水力资源发展水利、水电事业，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

务。主要矿藏有官庄一带的钨、金，麻溪铺和马底驿一带的原煤，还有各地的铜、铅锌和硫

铁矿等，石煤则遍布全县。土特产和手工艺品有蜂蜜、茶叶、板栗和洗衣板、穿丝竹篮等著

称县内外。

旧社会，由于帝、官、封和土匪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不能安居，农业十分落后，生

活极为贫困。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军政配合，兵民团结，胜利完成了土改反霸、肃清土

匪、镇压反革命等任务。继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

利。

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成绩显著。除省建凤滩电厂外，金县兴建各类水利工程二

万六千多处。其中田家坪、栗坡中型水库二座，小一型水库二十二座，小二型水库二百二十

七座，溪坝三千一百四十处，山塘五千四百七十二处，水轮泵一百七十六处，喷灌二百一十

九处，抽水机二千一百台，装机=万八千马力，小水电七十三处，机组九十八台，装机发电

一万五千八百一十六千瓦，其中岩屋潭水电站，机组三台，装机容量九千二百千瓦，架设高

压线路八百四十一点七公里’电灌站三百一十四处，装机总量一万四千。九十千瓦。蓄引提

总水量达二亿八千七百万方，比建国初期增长了十一点九六倍，有效灌溉面积达三十九万九

千六百亩，早劳保收面积二十九万二千亩。扩大了耕地面积五万多亩。有大小农用拖拉机七

百三十台，农机总动力达八万五千八百四十三马力。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对改变沅陵县旱区

面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粮食生产不断发展。据《沅陵县志》载：县境“山多田寡，土瘠民贫”，“民食苦不给，倚

邻近贩运，以供乡民”。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只有一亿四千多万斤。建国后，由于生产条件的

逐步改变，科学种田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水，旱、虫灾之年较多，粮食产量逐步实现了稳

产高产。最高年1979年粮食总产量为四亿五千七百一十六万斤，人平九百五十一斤，为1949

年的三倍多，基本解决了全县人民的吃饭问题。

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经省、地，县林业部门1973年联合调查和1976年复查结

果，全县林地面积约五百五十七万四千亩，木材蓄积量约为一千二百七十四万立方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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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沅水以南各公社的森林资源约占全县木材总蓄积最的7ro％左右。除松、杉占优势外，

还有樟、梓、楠、稠等一些珍贵和稀有树种。油茶、油桐也是重要经济林种。1978年中央林

业部批准沅陵为湖南省林业基本建设重点县之一。近年来，除仙门，齐眉界两个国营林场外，

社队都普遍办有采育场。现封山育林十二万亩，植树造林面积六十三万亩，其中油桐、油茶

经济林四十三万亩。每年交售给国家木材八一十万立方米。

工业生产和社队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工业企业由建国前的一个湘西电厂发展到有

农机、煤矿、氮肥、水泥、造纸、织布、印刷，酒厂等三十二个厂矿，职工由四十九人增加

到六千一百三十三人，工业总产值由195’0年的二万九千三百万元，上升到1980年的三千二百

三十四点六一万元。还有社队、街道办的企业一千四百。一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二千一百三

十四万元，占三级总收入的26．74％。

山区天堑变通途。全县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建国前只有一条湘黔干线公路穿越县境，长

一百四十点三公里。建国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通过发动群众大打修建公路的人民战争，

到1980年共修通公路七十五条，全长一千一百五十八点三公里，比建国前增长八点三倍。实

现了社社通公路，三百二十九个大队通汽车。建国初期全县没有一台汽车，1960年才有三台。

1980年全县共有各种机动车六百。一辆，其中农用汽车二百多台。有机动船二百八十六只，

载重量八千八百三十三吨。基本结束了山区人民长途肩挑背负的历史。 ，

财贸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昔日货郎串乡卖，今日商店满山寨”，沟通了城乡贸易，交换了

工农产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80年商品销售总额为一亿三千三百。八万元。1980年社员向

国家交售粮食七千。四十八万斤，食油一百五十三万斤，牲猪六万一千。九十二头，茶叶五

千担以上。工业品和化肥大量下乡，农村购买力和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平口粮五百七．

十八斤，人平纯收入七十九元。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1950年全县有中、小学校四百八十二所(其中中学三所)，教职

工一千。七十人，学生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人。1980年中小学校达一千。八十二所(其中中学

六十四所)，比建国初期增长二点三倍。在校学生一十一万六千九百七十四人，增长五点五倍，

其中中学生二万六千五百人，增长三十六点八倍。现有教职员工五千五百九十四人，增长五

点二倍。电影放映队由建国初期两个上升到现在的六十七个，文化馆、站达五十一个。全县

有大小医疗卫生机构六十八个，医务人员一千四百五十九人。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有保

健员，群众防病治病较为方便，健康水平大有提高。

沅陵县曾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一。境内火场、七甲溪等公社，曾为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游击区，建立过农会、赤卫队等革命组织。红军在县东北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威震湘

西。高坪、七甲溪等地，至今仍有红军长征时书写的标语遗迹。贺龙元帅曾几次到过沅陵。

县文化馆收集保存有红军长征时所用的马灯和贺老总赠送友人的花坛等文物。

沅陵县历史悠久，境内名胜古迹颇多。有秦黔中郡故址。据‘资治通鉴》载：。周赧王三十

八年(公元前277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二里江

南”。县境还有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讲寺，红字碑；有上书‘辞海'、‘辞源>的二酉山、凤

凰山，有驰名县内外的辰龙关、壶头山、清浪滩、明月山，还有民间流传的县城内外八景：

如笏山叠翠，酉水拖蓝、鲸阁晓钟、虎溪云树，砂井流丹，壶头夜月，黄草朝霞，白田映雪

等，均为县境之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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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镇概况

沅陵镇位于武陵山下的沅、酉二水汇合处，横跨沅江两岸。北面与白田公社交界，东、

南与郑家村、苦藤铺公社相邻，西枕酉水，与太常公社隔河相望。总面积13．92平方公里。全

镇辖八个居委会，五个大队，共9902户，40550人，除少数回族、苗族，土家族居住外，其余

均属汉族。

其辖地在建国前属首善镇及忠平乡的一部分，共十六个保。建国初属一区。1953年元月

成立城关镇人民政府，辖八个居委会。1954年改为城关镇人民委员会。1956年分为16个居委

会，1958年合并为四个联街。1961年增辖白田公社张家湾、双桥、教场坪三个蔬菜大队和联

合农业大队。1962年分四个联街为八个居委会。1963年将双桥、张家湾两个大队划回白田公

社。1971年又增辖双桥，张家湾两个蔬菜大队。1976年增辖水田溶蔬菜大队。因与外县城关

镇同名，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故子1981年以驻地沅陵更名为沅陵镇。

全镇地形略成“U”字形，背山沿江而居，地形南、北略高，最高凤凰山，海拔200米。

年平均气温16．6℃，年平均降雨量1478．5毫米，无霜期272天，具有四季分明，春夏之交多雨，

夏秋之际多早的气候特征。

建国三十二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城镇经济发展迅速，蔬菜基地扩大到3089

亩，1980年蔬菜总产近6万担，品种达30多种。基本上满足了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同时粮

食生产也有较大发展。街道工业也发展较快，全镇办有各种企事业单位85个，安排就业人员

1950人。1980年工业总产值318．94万元。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初仅有沅陵一中，二中、女中等六所中、小学，

教师、学生1915人，现有中、小学八所，教师，学生6704人。卫生事业，除县属人民医院和中医

院外，镇办有卫生院，街道、大队办有合作医疗站，部分街道对就业人员实行了免费医疗。

镇内有县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群众文化生活较为活跃。
‘舡

一 镇内文物古迹较多，有唐代建筑龙兴讲寺，有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讲学遗址虎溪

书院，有囚禁张学良将军而闻名于世的凤凰山，有为纪念湘西剿匪而建的胜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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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Yudnlf『ng

沅陵位于湖南省西北部，酉口之东，沅

水北岸。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地形呈半月

形。面积约2．3平方公里，人口36298人。

沅陵随同县名始于汉初，据《水经注》、

‘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沅陵县志》载，汉初以

来，沅陵城址先后三次易地。汉高祖五年(公

元前202年)始置沅陵县。故城在今治之南五

里。“临沅对酉，--Jll交会”处，即今城南沙

水溜一带。汉高后吕雉时，故城迁驻今蓝溪

口一带，为“汉故颐侯吴阳之邑”。南北朝梁

时，故城北移今南岸一带。陈时后期迁至今

所。民间流传沅陵以帝王或诸候陵墓而得名，

但无法考证，以始置故城北枕沅水，南傍土

阜，古称阜为陵，故沅陵由此得名较为确切。

城址虽几经迁徙，但其名不变。
· 今城建筑考自宋始，据《沅陵县志》、《辰

州府志》载，宋嘉萜二年(公元1057年)，辰州

知州窦舜卿。请筑州城，不扰而办”。南宋隆

兴年间，洪水入城，城垣倒塌。元惠宗至正

二十五年，即宋韩林儿龙凤十一年(公元

1365年)和明洪武初，先后复修。明成化五年

(公元1469年)城垣复塌，经同年重修，环

城九百六十六丈。明洪治初年建城楼，开六

门，修角楼四座。洪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

改建文昌阁，开文昌门，共七门。明嘉靖及

清康熙、雍正年间，又先后陆续复修、增修。

民国时，城墙及七门尚保留原貌。抗日战争

时期，因遭日本飞机轰炸，为便于防空疏散，

城垣方被拆毁。

沅陵历为湘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中心。先后为南北朝齐、梁、陈的武陵郡、

通宁郡、沅陵郡，隋时的辰州、沅陵郡，唐

时的辰州、泸溪郡，宋时的辰州泸溪郡军事、

辰州，元时的辰州路，明，清时的辰州府等

治所。民国时，先后为辰州府、省第九行政

督察区、沅陵行署所在地。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曾短期迁驻于此，一时人

6

口剧增至二十余万。建国初期，湘西区党委、

湘西行署、四十七军军部、湘西军区均驻沅

陵。由于地处水路要道，随着政权机构的设

置，沅陵在历史上为湘、鄂、Jil、黔边境木

材，桐油、药材、辰砂、茶叶、食盐、铁器，

布匹等物资集散地，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发

展较早，远在明时，就设有虎溪书院，清光

绪28年(公元1902年)创办辰州官立中学堂，

1919年创办了朝阳中学，1943年创办沅陵县

立中学。建国初，并三所中学为省立沅中。

曾被誉为湘西最高学府。

沅陵是一座具有革命斗争历史的古城。

1902年，居民数百人，自发掀起反对帝国主

义的文化侵略，打死英国传教士两人，铸成

历史上有名的“辰州教案”。大革命时期，成

立有沅陵县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学生

会、青年部、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

革命活动。马日事变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

的血醒镇压，有姚鉴雪等八位革命烈士遇难。

抗El战争时期，有进行过革命斗争的地下党

组织一湘西工委和沅陵县委。梁春阳、廖沫

沙、周立波等同志曾在此从事过地下革命活

动，主办《抗战日报》。

建国三十二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城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江北

上起溪子日，下至烂船溪，长约三公里的主

街，由昔日狭窄古老的石板路，变成了整齐

宽敞的柏油路。三十三条小巷横贯主街两侧。

长约一公里的河街和长约二公里的南岸街，

均由原来坎坷不平的泥浆路，建成了平整的

柏油路面。城区建筑，虽因国家计划兴建五

强溪水电站而多年停建，但较之建国初期

仍有很大发展。低矮破烂的木房，多已改建

成砖木结构的楼房；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机

关、厂矿和商店，遍布全城，七条公路从城

区伸向四方，沅、酉水路畅通无阻。古城呈

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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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子口居委会】Qiz]k6u Jow；ihul [火神巷]Hu5sKn Xijng

建国前属首善镇一、二保。1952年建和 以巷内原建有火神腼得名。

平街。1953年改为和平街居委会。1956年分 (当铺台]Dang必“i

为和平街、友谊街两个居委会。1958年由和 清时一杨姓在此河岸垒一石台，建房开

平、友谊、保卫、建设四个居委会并为一联 设当铺，敞名。即今县搬运公司修理车间

街居委会。1962年分出为溪子口居委会。以 处。

境内溪子口得名。 【西关居委会l XTguSn Jiw；№i

(溪子口正街]Qiz&5u z¨ng沁 建国前瞒前善镇三、阳、五保。】952年
．

街首紧靠西口东岸，因西水古称西溪， 建保卫街。1953年改为保卫衔居委会。】956

故名溪子口。街以此得名。 年分为保卫衡，建设街两个居委会。1 958年

(孙家巷]SSnji6 Xi&ng 由保卫、建设、和平、友谊四个居委会并为

巷以孙姓始居得名。 一联街居委会。1962年分出为西关居委会。 一

C4'-施家巷]×iaosh-j遍X[dng 以驻地西关得名。

掩姓始居小巷，故名。 [西关正街]XTguan Zh@ngji6

[大施家巷]Dashij．a Xi6ng 街道位于城西、清代在此设有税关，故

施姓始居大巷，故名。 名。

(龙兴巷]16ngxTng Xi6ng [清泰巷]QTngtdlx[6ng

以巷内唐代所建龙兴讲寺得名。 此巷从未发生火灾，故以清吉安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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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名。

[铁炉巷]Ti苦Id Xi6ng

以巷内原设有铁匠炉得名。

[，J、同文巷]Xiaot6ngw6n×iang

该巷小于相邻的大同文巷，故名。

[大同文巷)D6．1：6ngw6nxi6ng

相传清时巷内有两秀才同时中举，且大

于邻巷，故名。

[西冲巷)X[chSng Xi6．ng

巷位于城西小山冲，故名。

[左营坪巷]ZuSyingplng Xia．ng

巷尾之坪，古为左营兵营驻地，故名。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沅陵县人民武装部驻

地。

[姚家巷]Y60jia Xiang
、

以姚姓始居此巷得名。

(马坊界]H6．，C6ngji&

地处小山界，以清代左营在此建有养马

场得名。 ．

[小营门]Xi60y[ngm占n

因地处古时左营后门，故名。

(新村]Xinciin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银行等单位迁

此，新建房屋，得名新村。建国初，湘西区

党委驻此。

【通河桥居委会】T6ngh占qi60 Ju--wev’InuI

建国前属首善镇第六保。1952年建县

政街。1953年改为县政街居委会。1956年

分为团结街、前进街两个居委会。1 9 S 8

年由团结、前进、胜利、幸福、同乐，进

步六个居委会，并为二联街居委会。1 g 6 2

年分出为通河桥居委会。以境内通河桥得

名。

[通河桥正街]T6ngh6qi60 ZhSngji否

因街内古有木桥，名通河桥。街以此得

名。古为城西通河门。

(通河桥河街)T6ngheeq‘Ioio H6诲

街沿河岸与通河桥正街平行，故名。

[通河桥横街]TSngh6qi60 b16ngji否

街道横越通河桥正、河二街，直抵沅水

河边，故名。

(府城隍庙巷]F．SchSnghua7ngm”,ao Xi6．ng

以巷内原建有府城隍庙得名。

[牛肉巷]N olur／o’u Xi&ng

以巷口旧时为专卖牛肉之地得名。

[城墙巷]Ch占ngqklng Xiang

此巷沿古城墙而居，故名。

[甲第巷)Ji6dl Xi&ng

据传巷内有一曲姓文人赴京殿试考中一

甲，赐进士及第，故名甲第巷。

【上南门居委会】Sh6ngn6nm6n duwe‘,hu,

建国前系首善镇第七保。1 g 5 2年建

胜利街。1 9 5 3年改为胜利街居委会。

1956年分为胜利、幸福两个居委会。1 9 5 8

年由团结、前进、胜利、幸福、同乐、

进步六个居委会并为二联街居委会。l 9 6 2

．年分为上南门居委会。以境内上南门得

名。

[上南门正街]Sh6ngn6nm6n Zh占ngji荟

街道以古城门上南门得名。又称环碧

门。 ，

(上南门下河街)Sh6ngn6nm6n Xiah6jia

因街道沿河岸与上南门正街平行，且位

于古城门上南门之下，故名。

[上南门横街]S6ngndnm占n H6ngji吾

此街横越上南门正、河二街，直出城门，

故名。

(楠木街)Na．nmu J诺

街道直通上南门横街，原名木匠街。以

木匠铺店多，专制楠木器具得名。

[府坡横街)F-．Gpa H6ngji否

街位上南门正街之后，因横于旧时府衙

路口得名。为上南门居委会驻地。

[胜利门]Sh苦r,gll H6n

此街位于胜利公园大门旁，放名。原名

府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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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龙须巷)Ybul6ngxSxi6．ng

巷位府坡前右侧，因府坡形如龙头，该

巷貌似龙须，故名。

[左龙须巷)ZuSl6ngx五xi6ng

巷位府坡前左侧，因府坡形如龙头，该

巷貌似龙须，故名。 一

[梅山殿巷)N6isha．ndi6．n Xi6．ng

相传明代大将常玉春，早年以猎为生，

打虎经此，丢失一个梅山菩萨偶像。后人遂

在此建一梅山殿，巷以此得名。

(杏浒冲)XJngh凶chSng

地处山冲水沟旁，原多杏树故名。

【中南门居委会】ZhSngn6nmSn Ju--wev‘lnu,IL

建国前系首善镇第八保。1 9 5 2年建同

乐街。1 g 5 3年改为同乐街居委会。l g 5 6

年分为同乐街、。进步街两个居委会。1 9 5 8

年由同乐、进步、团结、前进、胜利、幸

福六个居委会并为二联街居委会。1 9 6 2年

分为中南门居委会。以驻地中南门得

名。

(中南门正街]ZhSngn6nm6n Zh占ng淖

街以古城门中南门得名，又称水星门。

为出入县城主要通道，县委、县人民政府驻

地。

(中南门下河街]ZhSngn6nm6n Xi6．h6ji否

街沿河岸而居，与中南门正街平行，且

位古城门中南门之下。故名。

(总爷巷)Z25ngy6×iang

清代同治年间，邑人吴安康住巷内，曾

任贵州省提督，人称总爷，故名。

(尤家巷)Y6u．iia Xi6ng

以尤姓始居巷内得名。

(龙头井巷)L6IngtoIuJ-vIng Xi6．ng

．巷内一井，泉出自石凿龙头之嘴，清凉

可口，沁人心脾，故名龙头井。并建有四角

凉亭护之。 ～，

[j匕门J：]B苫im6ndlang

地处古城=I匕门之旁，又称拱辰门，故

lO

名。

[中心商场]ZhSngx[n Shangchang

原系府学考棚旧址。抗日战争期间，因

县城人口剧增，此处辟为集市，故名。即今

邮电局，电影院一带。

【下南门居委会】Xib．nclnm6n Ju--weVInu‘ql

建国前系首善镇第九保。1 9 5 2年建民

主街。1 9 5 3年改为民主街居委会。1 9 S 6

年分为民主街、自由街两个居委会。l 9 5 8

年由民主、自由、劳动、光明四个居委会并

为三联街居委会。l g 6 2年为分下南门居委

会。以境内下南门得名。

(下南门正街)Xiandnm6n Zh占ngj；5

街以古城门下南门得名。又称沐波门。

[下南门上河街]×iandnm6n Sh6．ngh6ji否

街沿河岸而居，与下南门正街平行，且

位于古城门下南门之上，故名。

(下南门下河街]Xi6．n6nm6n Xi6．h6ji否

”

街沿河岸而居，与下南门正街平行，且

位于古城门下南门之下，故名。

(何家巷]H6jia Xlang

以何姓始居此巷得名。

[府仓巷)Rcang Xi6ng

巷内原建有辰州府义仓，故名。

(马路巷]Mal山Xib．ng

此巷为通往教场坪古马路，故名。

(下城墙巷]Xiach6ngqi6．ng Xi6．ng

此巷位于县城下方，直通河街古城墙，

故名。

[高家巷]Gaojia,Xi6ng

以高姓始居巷内得名。

[韩家巷]H6njia．Xiang

以韩姓始居巷内得名。

(伍家坪)W凶jia ping

以清代伍姓军官在屋前修有岩坪得名。

(炅官庙]Lingguanmiao

以原建有灵官庙得名。位于伍家坪路口

．．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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