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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区别各个地理实体的称说符号，是人们交往的一种重要

工具。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不仅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患相

关，而且同国防、外交及经济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县

地名繁杂，由于过去管理不善，出现了乱改地名和书写差错等现

象，这对经济建设和人们交往都有妨碍。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外事工作及人们互相交往也日益

频繁，加强地名管理，消除地名混乱现象，并使地名逐步标准化、

规范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

事项·

我县于1980年10月到1982年8月，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了

地名普查工作。在历时近两年的时间内，全体普查人员以1：5万地

形图为基本依据，深入实地，走访群众，对全县九千条地名逐个调

查，核实。通过普查，收集了地名的有关资料，并遵照国务院国发

．(1979)30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核定了一大批主要地名，基本上解决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用字

不当、含义不妥以及重名，无名等问题，为今后咖强地名管理和实

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 为了充分利用地名普查的成果，向有关部门提供准确可靠的地

名资料，我们在地名普查基本结束后，即进行《阳新县地名志》的

编辑工作。根据上级对地名。五定” (即定名、定音、定位、定

义、定性)的原则要求，在编辑前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查研究，在编



辑中认真审订了普查资料，将其中经过标准化处理和验收的地名资

料及地名图、表．全部整理收录上志。另外增补了一部分企事业单

位和专业部门等方面的资料，拍制了一些照片，、以充实这部地名志

的内容。为便于读者查考地名的由来，，我们还选择了一些与地名有

关的比较健康、积极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予以介绍。．最后共收入

县、公社(镇、场)·自然镇、大队(居委会)、企事业单位、专

业部门，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的概

况材料809篇，自然村、村片，农点，地片等类地名5，300多条，附

录、附表24份．民间传说17篇，县行政区划图和公社(镇、场)地

名图37幅，7照片42帧。全书总字数约73万。 ．

《阳新县地名志》采用词条形式编写，内容一般包括名称的由

来、演变、含义，地理位置、标准书写形式和正确读音，并适当地

反映了自然和经济的概况。它集中全县各类地名普查资料于一体，

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历是价值，是我县有电以来第一部地名工具

书，可供工农业生产建设、行政管理以及交通、邮电、科研、旅

游等方面的参考．

这本地名志是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地名办公室

的指导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辑出版的。书中所有地名均为现行

标准地名，各单位使用地名时，都应以此为准；今后需要更改某个

地名，必须按有关审批手续和权限办理，以免造成混乱。

在编辑本书过程中，曾多次召开座谈会、印发送审稿，广泛征

求了意见。得到各个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并蒙县委党吏办公室、

县政府农业区划办公室、统计局、档案局、水利局、文化馆、博物

馆，城建局设计室的同志提供资料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资料不足和我们水平所限，这本书的疏漏和错误之处一定

不少，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可能再版时修订，使它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凡．．．例。J．二，．．

一、本书分“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县及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人

工建筑’’，。革命纪念地·游览地·古迹"、“自然地理实体，，等五大部分编排。行政

区划及居民点，分社(镇)排列(先列县辖镇，后列公社)，每一社(镇)内的大队及其

所属自然村，村片，农点，以其在地名图上的方位，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顺序逐条

列出；社内的自然镇排在各大队的前面，社(镇)企事业单位则集中分别排在社(镇)

内地名的最后。其它部份，分类别编排，同类地名有的按县、地，省，中央的：顺序排

列，有的则根据重要程度排列。
⋯

二，县及县以上企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原则上以收录已形成独立居民点的，起地

名作用的为限，人工建筑物、革命纪念地，游览地、古迹及自然地理实体，以收录较著

名的或重要的为限。

三、本书对部分不易理解的地名，适当注释含义，容易理解的地名，如“张湾黟-

“王家，，，“新屋，，、“上王，，、“下李力等等，一般不作含义解释。 ．

四、对原来用于地名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上又没有的方言字及生

僻字，如“?，，，(率)，“面"(厦)，吟酽“石曹，，(槽)，“五色，，(包)j“鱼严“童妒
(鲇)等，本书已采用( )号内的同音常用字代替。此外还有字典上没有的“堍’’

(W直n)、时解"(hai)、咄杪(C矗o)，“士监，，(pang)等方言用字，因无合适

的同音易认字代替，故予以保留。

五、地名汉语拼音，按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

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的规定拼写。

六，地名图标示的县界，社界，镇界、场界，系按地名普查时所辖范围标定，均未

进行实测，仅供读者参考，不能作划界依据。

七，本书所载海拔高程，均为黄海高程。地名的方位距离，凡未注明公路里程的距

离，均为直线距离。·
一

八， “概况’’文字材料中引用的数字，凡未注明时间者，一般为1979年底的统计

数I注明“现有"者，为1982年度的统计数。

九，书中所录大队的名称及文字记述，均依据普查时收集的以1979年底为限的资料

编写。普查之后，有些公社将较大的大队划为两个或三个，因此出现了新命名、更名的

大队：发现此情况时。本书已经定稿，来不及修订了。为反映大队现状，在书后附《地

名普查前后大队名称对照表》。

十、附录在一些地名之后的民问传说，大部分选自《鄂南民间故事传说集》(咸宁

地区群众艺术馆编)，余系我县文化馆提供，其中有的文字作了增删。

十一，本书还附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国地名汉语拼

音字母拼写法》，省，地县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等，以供参阅。

}0



本县地名中的主要通名筒释

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是指专用于所指地点的部分；通名是指地

名中用以区别地域．地点性质或类别．]勺部分。例如“三溪河”、 “半壁山"、 “兴国

镇”、“张家村"中的“河"，“山圹、“镇’’，“村’’，都是通名； ‘‘三溪"，“半

壁"，“兴国’’、“张家"，就是专名。我县地名中的通名，一般容易理解，这里只对

少数不易理解的通名简释如下。

坊 fang 用作地名的通名有两种情况；一是指旧时有牌坊的地方，二是指曾

开过小手工业作坊的村庄，如大德公社的“漆坊"、“杨坊"。

房 fAng本踅指旧氏诶的分支，如亲房，本房。我县用作村庄的通名，如白

沙公社的“冯四房’’，“吴家三房’’，亦指氏族分支而言。

铺 po 一般指曾开过小店铺的地方，如“田铺"、 “药铺"， “茶铺’’、

“酒铺，，等。有的指小集镇，如“自沙铺"，，“陶港铺"。

l辛I ji磊 旧时户口的一种编制，若干户为一甲，若干甲为一保。我县有少数村庄

以。甲"取名，如渖源口公社的“三甲垮"，太子公社的“一甲"。也有以

“保"取名的，如海口公社的“下保"。

堡 b矗。 原义指堡垒，又指有城墙的村镇。但在我县用作地名，多指旧时供神

佛的处所(如土地庙，俗称佛冲堡)，这类地方的村名有的带“堡黟字(也

有习惯写作“保"的)，如筠山公社的“周堡’’、“陈堡’’。

寻 sT佛教的庙宇。过去傍庙宇而建的村子，一般都称“某某寺，，，如国和

公社的“彭家寺"。
t d’

楼 16u原义指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房子。在我县用作地名时，一般指原建有门楼

或箭楼，有的指高，而陡的山岩或居高临下的房屋。如太子公社四门大队的

“四门楼"，富水公社石角大队的“牌楼"等。

J 3 m6n多指同姓村庄的相对位置，如潘桥公社的“许对门"，也有指家族

的一支或一般的家庭，如该社的“柯虎门’’。

湾 w丘n水流弯曲的地方。靠近湖边、河边、港边的村子，一般都称为“湾，，，

如富池镇湖西大队的“张湾’’。

士弯 wan本义为山沟里的小块平地，我县多用作山边村庄的通名，如富池镇

丰山大队的“李家垮"等。 ‘

田反 fan地势平坦，面积较大的田野。如获田公社的“平地畈董，，，木港公社

的“朱家田畈玑。



本县地名中的主要通名简释 15

圩 ping 泛指山区或丘陵区平坦、开阔的场地，如东源公社的“走马坪’’、

“栗子坪弦等。

坳 矗。 山间的平地，或洼下的地方。这类地方的村名，一般带“坳"字，如

枫林公社刘冲大队的“栗林坳”，东春公社学诗大队的“游龙坳"·

，当 ．dang本义为小土堤，但在我县用作地名是指平地低凹处，如三溪公社的

“大屋扫当"，“竹林参当”。 ：

窝 w6周围高、中问低的地方，一般称为“窝，，，如七峰山林场的“茶叶

窝"、“倪家窝”。

塘 T直ng 有两种情况l一是指村边有水塘，如富水公社汪家垄大队的“昌蒲

糖”，二是指周围高中间低，形象池塘的场地或山窝，后山公社有二十个地

名的通名为“塘”，其中有十六个是因地形取名·

坑‘Keng 指深谷或洼下去的地方。如筠山公社的“阳坑黟，排市公社的矗石

坑"等。

垄 16ng本义为田地分界的埂子。在我县俗称两山间的狭长地带为“垄"或

“山垄"，称夹在两山闻的田为“垄田，，。这些地方的地名，一般都带“垄"
’

字，如龙港公社朝阳大队的“南山垄"、“曹家垄黟。

冲 chong方言指山区的平地，或夹在两山之阅的地带，如枫林公社的。刘家

冲”，“夏家冲"，木港公社的“东冲"、“西冲"。

墩 dnn本义为土堆。我县用子地名，是指平地突起，形如土墩的地方，如宏

卿公社的“彭家墩”，“赵家墩’’。

j卤 n矗。方言指圆顶象脑的土山。建在IJ：亘、土岗、土坡上的村庄，一般都以

“土卤力作通名，如兴匡镇的“彭山域"，获田公社的“熊家垴"．

坜“li地名用字，指山中间隆起成长条形的部分，横者称“山梁"，竖者称
“山坜"。这类地方的村名多带“坜弦字，如东源公社的“板桥坜一，七峰

山林场的“金鸡坜刀。

边 bian本义为周缘，四侧。用于地名，含有旁侧，靠近接壤之意，如太子

公社的“太屋边"，海口公社的“李家洲河边"。

l丑 zuI义同嘴。用作地名，一般指山边，湖岸突出的地方。位于或滨临、依

傍这类地方的村子，一般都称某某咀，如网湖公社的“沙城咀’’，“盛家咀"。

j瞬 hai(音害) 这是我县方言及地名用字(“懈"及下面的“堍’’，“士秽，

“}妒等字，都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羚上没有的字)，含有角

落之意，多指狭窄偏僻的地方。如大王公社中庄大队的“野鸡懈"，王英公
一 社隧洞大队的“屠上解”。 ”

。

蚬 w矗n(音晚)我县方言及地名用字，指山边弯曲处或山脉分岔的地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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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方的村名一般以“堍"作通名，如获田公社的靠石玉堍"，三溪公社的

“南山堍"·

≯皂 Cao(音操) 我县方言及地名用字，称山窝为“山量妒。如大德公社

五合大队的靠大±轳村，即以位于大山窝而得名·

j监 pang(音甏) 我县方言及地名用字，有的是指称泥脚很深，耕牛陷入难

以自拔的水田为“}韭孔田”，有的是指很低凹的场地，含有形容地形象“甏一

(一种装粮食的陶器)之意．这类地方的村名有的带“垭’’字，如潘桥公社

的矗乐家，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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