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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县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省

政府、省地名委员会的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的，是建国以来我县第一部较系统、

较完备的地理史科。

地名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及人民生活息息

相关。解放以来，由于体制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多次划分及生产的发展，部分地名逐渐

消失，新地名大量增生。也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的现象。因此

地名重名，名地不符，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问题普遍存在。我县通过这次地名普查，

对全县地名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标准化处理，清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不合理的、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纠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了行政区划名称与当地地名

不一致、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用字不当等问题，达到了地名普查的主要目

的，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我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

我县是常德行署地名普查的试点，地名普查工作是在地区地名办的直接指导下，在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采取了“四个结合"的方法，即t领导、群众

和专业人员相结合，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全面普查与试点工作相结合，室外调

查与室内整编相结合。通过普查，达到了名地相符，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相应内容

一致。

这次地名普查是以J：‘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对全县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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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注意收集和听取了民间

有关地名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充分利用史书地理志和县志等典籍资料，同实际调查材料

相互校正审定，从而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通过普查，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要求，对全县地名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

化处理。现有地名共四千二百五十二条。其中行政区划、自然村三千三百六十九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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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实体三百四十四条，人工建筑物三百六十一条，企事业单位一百四

念地，名胜古迹十一条。地名录中按以上五大类全部表列化。

图是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本地名

图九幅，分装在各区扉页处I绘制J，j5万全县行政区划图一幅，装订

貌。

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全县按县、区、社、镇行政单位撰写概况五十

、‘地农场、县属农、‘林场概况四篇，各类分项概况三篇，共计六十五
一 、

，还择其重要的辑录简介，‘并配以四十六幅照片和说明。文字体例，基

以县治定方位，县、区、社四至抵界处分别写到同一级别，县界写到

，公社界写到公社。所用数字，基本上采用一九八。年年报数字。其中

数，户数、人口数均为绝对数。县概况中所列总面积，总耕地数，大于

总计数。省属贺家山原种场j地属西洞庭农场的各项数字未统计入县

方公里计算，耕地面积以亩为单位。对于专业术语，力求正确使用，使

辑出版，是一项新工作，且编辑时间短，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谬误疏

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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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县概况

常德县位于湖南省北部，沅水下游。东临安乡(界澧水)、汉寿，南界桃江、安

化，西接桃源，北抵临澧、澧县。地处东经111。27’——112。11’，北纬28035’——

29。237。总面积二千五百零一点三平方公里。其中水田九十九万亩，旱土二十三万三

千四百亩，山地一百一十四万亩，水面三十二万亩，其他一百零六万八千六百亩。辖九

个区，四十四个公社，四个县属镇，四个县属农、林、渔场，六百五十一个大队，七千

五百九十三个生产队。有二十万六千零九十四户，八十八万七千八百零九人。除少数

回，维等族外，均系汉族。省属柴油机厂、贺家山原种场、湖南农学院常德分院，地属

六。一矿，浦沅工程机械厂、电光机械厂，西洞庭农场，太阳山林场、河欢林场等单位

设在境内。

常德县历史悠久。南坪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

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创造着灿烂的远古文化。春秋战国时为荆楚之地，西汉置索县、

临沅县。东汉置汉寿县(索县改)，县治在今断港头的城址，析临沅为临沅、沅南二

县，临沅县治在今斗姆湖的临沅，．沅南县治在今长茅岭的古城山。三国置吴寿县(汉

寿县改)，临沅县。晋置临沅县、汉寿县(吴寿县改)。隋并临沅，沅南、汉寿为武陵

县，县冶移今常德市。唐至清代因之。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改武陵县为常德

县，沿用至今。

常德府志载，武陵人善卷者，古之贤人也，舜让天下而不受，董子日· “尧舜德彰而

身尊，善卷德积而名显护，后人感其德，改善卷所居之枉山为善德山(今德山)，筑祠

以祀之。西汉‘毛诗序'· “有常德以立武事’’，主张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感化人民，

以达到建立武功，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疑“常德’’之义源于此。历代统治阶级对劳动

人民实行武力镇压，唐至五代，先后在这里设武贞军、武顺军、武平军。宋王朝建立

后，武备不修，政和七年(公元一一一七年)，为缓和阶级矛盾，宣扬文治，据善德山

之名，取‘诗序>之意，置常德军。“常德"用作政权机构名称自此始。

本县为湘北重镇，古称四塞之国。梁山、德山，平山称鼎城三足，形势险要，历为

兵家必争之地。东汉马援、三国张飞、南宋岳飞等名将，曾在此驻军。元末陈友谅、明

末张献忠、李过、清末石达开等农民起义领袖，都曾率领义军转战此地。一九四三年日

寇进犯，在此受阻二十余日。解放初期，湘西剿匪司令部亦设于此。

．。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常德解放，随后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和区，乡政权机构。

一九五。年七月，常德县，市分治。一九五四年划出西洞庭农场隶属省(后改地属)，

一九五五年划出陈家咀入安乡，毛家滩入汉寿，一九六五年划出贺家山农场隶属省，一

九六六年划出太阳山林场、河袱林场隶属专区，一九七二年划出东江入常德市。县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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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亦几经变更，一九五六年撤十七个区、二百二十五个乡，并为三十四个乡、

一个镇，一九五八年建立十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缩小公社体制，建为三十三个公

社，一九七五年六月改为九个区，四十四个公社、一个镇，一九八一年七月调整为现

制。

本县地处武陵山系之麓及沅水尾阊，。’西南稍高而向东北倾斜。西、南、北三面环

山，广大腹地坦夷。最高海拔七百一十六米。有沧水、枉水、渐水、马家吉河、苏家吉

河等河流网联全县。沅水自西向东分县境为南北二部。县南为山丘区，有插角、三尖、

九龙、沧山、金霞、仙池、盘古诸山，重峦迭嶂，岭壑相属，山势险峻而具军事意义．

沧、枉二冰蜿蜒东下，形成若干山问盆地及沿河小平原。县北大部为湖坪区；有冲天、

柳叶，鹰湖，黄花，白芷等湖泊嵌缀其间。但也有西起河派山，迤北至北嘉山，迤东至

太阳山、马鞍山，七姑山诸山，宛如一道天然屏障，紧锁西北边陲。余为冲积平原，一

马平川，旷达无垠，为县之“粮仓秒。 、一

． 本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j6．7℃，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4．3℃，

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为29℃。年降雨量为一千三百多毫米，一般春夏多雨，秋冬干

燥，．‘无霜期二百六十天左右，适宜水稻等农作物生长。

自然资源丰富。林木以松，杉、楠竹，油茶著称，并有“深山含笑"，‘猴欢喜”、

“红豆杉’’、“四季桂"等名贵植物。有虎、豹、水獭、穿山甲、锦鸡，鹦鹉等珍禽异

兽出没林间。勾藤、细辛、天冬、首乌、半夏等中药材遍山可采。主要矿藏有黄金、金

刚石、钒、石煤等。明代编修的常德府志就载有： “武陵霞山，有采金场"。一九八一

年三月，沧山公社金矿三天采金二百六十三两，创历史最高纪录。金刚石正为六O一矿

开采，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用导向金刚石，即采于县境药王溪古冰川峡谷。太阳

山石煤也正在开发利用。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全县主产粮、棉，林牧副渔产品兼而有之，称为。鱼米之乡”。

但在解放前，山区十年九遭旱，湖乡三年两被涝，荒凉满目，民不聊生。解放后，在党

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办农业。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

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肯定了本县岩桥寺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一九五四年参加

了治理西洞庭湖工程，修筑加固沿江防洪大堤一百二十二公里，镇锁沅、澧二水，控

觚了外江洪水危害。一九五八年，山区掀起了大修水库高潮，先后建中小型水库一百八

十五座，总蓄水量为三亿五千多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达六十二万亩。一九六四年开

始，兴修电力排灌设施，先后建五十五碰以上电力排灌站一百八十六座，排灌面积达五

十八万亩。其中谈家河、沙河口等电排站，省内知名。七十年代中期，治理了冲天、柳

叶、肖家等三湖。积年来，共开挖新渐河、二里岗河、金刚河、-邵花河、南河、．北河．。

高干渠等河渠一千四百多条，长达四千一百多公里。这些水利设施，改变了自然旧貌，

基本上解除了山区干旱，湖区渍涝的威胁，建成早涝保收农田八十六万亩。全县有农用

汽车一百八十二辆，大小拖拉机二千零三十八台，农机总动力为二十五万马力，为加速

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一九七九年粮食产

量达十亿五千万斤，交售国家二亿八千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一九八O年虽遭受严重

水灾，、粮食产量仍达八亿八千多万斤，为解放初期的二点七倍。鲜鱼，牲猪、蛋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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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湘莲、柑桔等产品，远销国外。一九七八年中央投资建设万亩商品鱼基地。全县年

产鲜鱼六万四千多担。县渔场．曾一网捕鱼千担以上，新闻纪录片‘洞庭鱼满仓'即拍摄

于此。县茶场、谢家铺、草坪等地的红碎茶，“武陵毛峰’’，东山的麻王茶，驰名省内

外。丹洲柑桔远近知名，有“金丹洲厅之称，曾为历代王朝的贡品。县园艺场已建设万

亩桔园。一九八O年全县产蜜桔九千八百多担。全县有山林面积一百一十四万亩，其中

纯油茶林二十八万亩。森林复盖率为百分之三十一点六。现在，全县正在农业现代化的

道路上前进。金秋，山区红枫似火，茶果累枝，松竹竞秀；湖乡稻浪千重，锦鳞翔集，

银花万朵，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工业生产稳步前进。县办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初具规模，有采矿，机械、化工、轻

工，建材、电子等项目。主要产品有榨油机、灯泡、化肥、钢铸件，电位器，水泥，砖

瓦、铁锅等二十多种。连同人民公社工业在内，共有大小企业二百八十个，总产值为一

亿零二百五十多万元，占全县经济总值的百分之四十点一。县灯泡厂生产的洞庭牌灯

泡，被评为全国优质产品，居中南五省首位，远销东南亚。县机械厂生产的工农牌榨油

机，在全省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昌明锅厂生产的金鼎牌铁锅，久享盛誉，畅销省内

外。．七十年代兴起的社队企业，有如烂漫山花，遍开全县。黄土店、沧山公社金矿，多次

出席过全国黄金群采会议，受到冶金部嘉奖。蔡家岗公社企业兴旺发达，年产值全社人平

二百零八元，中央首长、海外侨胞、外国友人曾来此视察、参观。交通运输较为方便。

水路有沅水，上溯沅陵、黔阳至贵州，下汇洞庭入长江。境内河，湖亦有舟楫之利。陆

路有国道线“二O七’’，“三一五"过境，常长、常澧、常安(安乡、安化)、常沅(陵)

等主要公路干线四通八达，乡村简易公路纵横交织，县城有客班车通区、社，百分之八

十七的大队通汽车。全县共有各级公路．．百三十一条，通车总里程为一千零四十多公

里。航空有中国民航常德飞机场的客班机通长沙而联全国。

文卫事业发展较快。县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剧团、电影院、影剧院各一

个。公社有文化站、电影队、广播站、影剧院、图书室等文化组织，。正在逐步形成文化

中心。有县属中学八所，区、社中学五十所，小学七百零九所，教职员工九千五百多

人，中小学生二十万零七千多人，为解放初期的九倍。有县属医疗院(站)六所，区、社

医疗机构六十二个，大队有医疗站，生产队有卫生员，有效地防治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的血吸虫等地方病，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晚婚、迟育、少

生蔚为风气，一九八。年人口净增率下降到千分之二点五一，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

先后受到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嘉奖。

常德县系古老文明之地，山钟水秀，人杰地灵。善卷古坛、伏波遗庙、莱公甘泉、

崔婆仙井、桔洲晚霁、沧浪秋水、金牛夕照、鹤湖翔羽，素称武陵八景。善卷、渔父、’

管白云、杨嗣昌等高贤显宦，皆系武陵人。范蠡、屈原、严子陵、诸葛亮、沈约、寇准

等公侯隐逸，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刘禹锡、杜牧、黄庭坚、赵孟兆{等名士文

人，都曾流寓于此，留下了眷人的遗迹和千古绝唱。石板滩金鸡山的宋鼎州治所和三座

古县城尚有遗址可寻。唐代诗人刘禹锡曾登古汉寿城，留有《汉寿城春望，的诗篇。抢

山白平地矗起，重崖峻峭，沧水出其下，山下有沧浪坪，屈原行吟泽畔，曾在此遇渔父

放歌t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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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北太阳山，又名梁山，高耸雄峙，古木参天，旧时山顶有梁王庙、玄天第一峰、乌龟

岩，有泉四时不涸，山麓有鹿苑、观音寺、洞泉观、灵泉寺、明荣王及其妃子墓等。宋

人‘游阳山’诗有。 “秦人溪畔汉人山，万木参天六月寒’’．之旬。今庙宇虽毁，泉流如

故，山上建有a6906"等重要工程和颇具规模的林场，林木茂密，遮天蔽日，炎夏酷暑

游其间，仍有誓六月寒’’之感。县西河漱山，又名平山，壁立沅水之畔，扼常桃公路要

冲，明代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曾作‘河涨山纪'，以状其险峻。山顶有太和观、

虚白楼、耆阁寺，二圣宫，山腰有崔婆井，井名题字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颊之笔，南麓

滨沅水有犀牛口，内有头缀红点鳊鱼，数年群出一次，汇沅水而成奇观。县西北的龙门

洞，下临阴河，内有将军柱、观音楼，半边街、七星田、舍身潭等古迹，潭深不可测，

中有红鲤，有“鲤跃龙门"之称。

本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宋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县民钟相于县境天子岗

偕杨么等率众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七州十九县响应，震惊朝廷。大革

命时期，革命烈火燃遍全县，贺龙、周逸群、林伯渠，施存统(一大代表)、粟裕等同

志，都曾来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革命处于低潮时，中央特派员彭公达在县境

草鞋洲召开过湘西特委、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对敌斗争。一九三四年贺龙同

志还在河漱山指挥过攻打常德城的战斗。在革命的艰难岁月，不少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壮

烈牺牲，湘西特委书记刘泽远(丹洲人)、湘鄂边苏维埃主席陈昌厚(石板滩人)、湖

南省军事特派员周勇(灌溪人)等相继殉难。解放后，人们缅怀革命先烈，将刘泽远的家

乡改名泽远乡(今泽远大队)。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刘邓大军过境，首长步越县城大

街，向群众莞尔致意，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解放三十二年来，勤劳、朴实的常德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奋发图强，不

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开始送走落后和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唤醒了沉

睡的大地，激励全县人民忘我劳动，迎来了群山滴翠，沃野流金的喜人景象，建设着崭

新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现在，全县人民正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继承

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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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子港区概况

蒿子港区位于县境东北边陲，距县治五十四公里。东濒澧水与安乡县相望，南与西

湖农场和汉寿县相连，西邻西洞庭农场，北与澧县接壤。面积二百六十七点五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一十七万二千九百亩，水面八千五百五十亩。辖五个公社，七十一个大

队，七百八十五个生产队。共二万三千三百九十二户，一十一万零五百零九人。除少数

回族外，其余均为汉族。

解放初期，这里属第一区。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设蒿子港办事处。人民公社化

时，属洞庭人民公社。二九六一年三月，重新没区。’

这里原属洞庭湖西汉。千百年来，形成了蒿草丛生的荒洲和小型湖港，蒿子港因此

得名。旧时，这里被围垦成零星的蜂窝小垸，围堤百孔千疮，每当洪水泛滥，便堤毁垸

溃，到处一片汪洋。虽然土地十分肥沃，人民仍常流离失所。

解放后，这里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四年以来，兴修加固

了澧水大堤，治理了西洞庭湖，将区内原有的八十三个小垸并成了民主阳城大垸，并平

整了“三废"(废湖，废港，废堤)，使全区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坦荡平川，成为全县主

产粮棉的重要基地之一。

六十年代以来，农田基本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全区修筑主要渠道六十三条，全长二百

五十五公里。其中宽达一百米的南、北两干渠连接中河口、蒿子港、洞庭，黑山咀四个公社

的渠道，承担起十三万八千亩面积的排灌任务I连接主渠的支渠总长九百二十八公里，纵

横交织，将全区土地划为大小相等的八百九十九个方块，地成形，田落格，渠飘束素，

岸柳成行，面貌焕然一新。

还修建了五十五千瓦以上的电力排灌机埠八处，基本上解除了水患。区，社都建立

了农机站，配置了大小拖拉机四百八十七台。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粮食产量逐年上

升。一九八。年，尽管遭到了罕见的涝灾，粮食亩产仍达一千零二十一斤。湖港水面也

得到了合理利用，养鱼种莲，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样化。每年夏秋，芙蓉出水，四野飘

香，渔民撒网碧波之中，姑娘采莲绿荷之下。年产鲜鱼七干九百多担，湘莲二万三千余

斤，不仅供应市场，还可供出口。植树造林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培植了大量的椿、楠、

榆、柳等树，中河口公社大面积营造杉木林也获得了成功，现在到处绿树成荫，不少已

能采伐利用。‘湖南日报'曾以“此处无山胜有山"作过报道。

解放初，全区仅有高小二所，初小三十六所。现在有县属高中一所，初中八所，小

学七’t-三所。教职员工一千二百人，中小学生二万七干三百多人。区内有卫生院六所、

血防站二所，大队都有医疗站，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现象，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l在，这里鱼藕满池塘，百里稻花香。渠边绿荫中，整齐地排列着幢幢红砖瓦房。

“洲上茅棚几千家，家家盖的是芦花，芦柴泥壁杨枝柱，一遇风雨就歪斜"的状况已成

了历史的陈迹。劳动人民正用勤劳的双手，进一步改造自然，创造着崭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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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子港公社概况

蒿子港公社位于县治东北五十四公里。东濒澧水，与安乡隔河相望，南抵洞庭公

社；西靠国营西洞庭农场，北抵中河口公社。面积五十一点四平方公里，其中耕地三万

四千一百亩，水面一千六百三十一亩。辖十三个大队，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五千零九

十六户，二万三干五百七十六人。均系汉族。

过去，这里是一个人烟稀少，蒿草丛生，渔民们的避风港道，蒿子港由此得名。现

在，交通方便，商业繁荣，企事业兴旺。湘航客运站、县属血防医院，县五中、县芦苇

总场、蒿子港区公所均设在这里。

解放前，这里属西湖乡。解放后，建立民康，金仁等八个乡。一九五六年并为蒿子

港乡。人民公社化时属洞庭公社。一九六一年公社体制缩小，建蒿子港公社。

社内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主产粮棉。但在解放前，却是七零八落的小垸，常闹水

灾，广大群众挣扎在饥饿线上。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兴建澧水防洪大堤，建成％民

主阳城垸垦殖区"，大搞了农田基本建设，安装机电排灌设备，使蒿子港成了真正的

“鱼米之乡’’。

一九六八年以来，全社平三废(即废湖、废港、废堤)三十九处，造田三千一百二

十亩，筑抗洪拦渍堤三处，总长九干三百米，兴修渠道四十条，把全社划为三百七十五

亩一块的方格一百六十三块。兴建五十配以上的电力排灌机埠一处，功率为一千零八十

五珏。架设高低压线路三十七点五公里，巳队队通电。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全社拥有

汽车三辆，大小拖拉机三百零七台，农机总动力七干七百九十六马力。农田排灌、农付

产品加工、交通运输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一九八O年粮食

亩产一千零五十五斤，相当于解放初期的二点三倍。还年产鲜鱼十万零二千斤。

社队企业有九十八个。其中社办十三个。分轻工，农机修造、食品加工，养殖、林

业，造纸等项目。主要产品有白纸，打谷机，脱粒机、胶制品等。一九八。年企业收入

二百三十万元，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

文卫事业发展很快。有社办中学二所，小学十三所，教职员工二百六十九人，学生

六千一百二十人，均是解放初的四倍。公社有广播站、文化站，影剧院、放映队，卫生

院，大队有广播室，合作医疗室，生产队有保健员，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改善了医

疗卫生条件。

水陆交通方便。有轮船通津市，长沙．常德、安乡等地；常安(安乡)公路横贯境

内，乡村简易公路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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