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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东县地名志》是在上级有关指示精神的指导下，以地名为中心，在地名普查的基

础上，参考大甓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整理成初稿，经县、地、省二级审查，反复修改

后编纂而成。全书由各类地名5，577条，县、社、镇地名图32张和82幅照片组成，共55万

字左右。书巾记述了县、社、镇、大队、自然村、主要企事业单位及专业部门、重要人

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的现行标准名称、书写形式、正确读音，

由来、含义、沿革、地理位置及自然和经济等方i面的概况和概貌。它是我县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较为全面的地名资料书。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力争内容翔实，条目清晰，释文简

要，图文并茂，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和实用性。查阅本地名志，既可纵观

历史，明察当今，掌握现行标准名称，又可了解我县的地理和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分析和探索地名的成名规律，使之为我困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

技术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为了便了：读者套阅和正确使用志书的资料，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本《地名志》以辞典式体例编纂。共分五大类：(一)行政区划，(二)企事业单

位及争业部门；(三)人工建筑物，(四)古迹、纪念地，(五)自然地理实体。其中行

政区划地名的排列，依据省地纯委员会的编志规定，按照1。57j"地形图，由北至南，

从西到东，先镇、社及驻地，后所属大队，再自然村的顺序进行排列(目录只排至大队

级)，其它地名按同类集中编排为序。

二、志书巾各类地名标准名称的文字，均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首字书写，个别方

言用字为字典没有者，则略加说明。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

绘总局公布的《中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三，志书中各类地名的由来、演变、含义，除能顾名思义者(含以姓氏，地理位置)

和待考以外，均作了简要的说明。全县大队名称的定名、变更，先后不一，因此，统一

以t958甸-人民公社化时这一历史阶段为起点，1979年底为止点。



2 前 言

四、志书中所引用的统计数据大部以县统计局1979年底的年报数为准，此外均以各

部门提供和地名普查时的数据为准。

五，志书中所引用的计量单位，除距离、面积等为公制外，其余少数为市制，如耕

地用亩，产量Hj担，万斤等。

六、各类地名的方位和距离，均为地形图的八方位和两点之间(除说明水陆曲线

外)的水平距离。海拔高程以1956年的黄海高程为准。

七、志书中编用的地名图是按1 t 5yy的原图描绘的，对行政区划界线均未进行实

测，因此，仅供参考，不作为划界之依据。

八、《巴东县地名志》是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和省地铝委员会的编志规定编纂出版的，因此，具有一定的法定性。志书中凡

列入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地名时，均要以此为准。今后，

如需要更改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不得擅自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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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亭 田园擞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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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 亭

【秋风亭】Qiafengt tng位于信陵

镇政府东南600米的高岗上。海拔180米。

为北宋寇准任巴东县令时所建，已有一千

多年的历史。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酃(今陕西渭南

县)人，生于宋太祖建隆_-if：(公元96i

年)。他19岁中进：}：，20岁任巴东县令

[《巴东县志》记载寇准的第一首诗，其题

头为：“庚辰(即公元981年)岁将命至巴

东，时已秋序，轿荷索然，偶赋是章，用

造幽怀"]。存任职期，他立志改造穷乡

僻壤，为乡民造福。一面下令减轻赋税夫

役，一面鼓励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林业建

设，很快使“7J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

有了改进。以“觇其土之所宵，导之树蓄”

的原则，发展J’多种经济。儿年时间，就

使巴东成了“无旷土，无游民’’之地。人

民敬佩他，称他为“寇巴东"。因他为官

清正，才力过人，后升任朝廷宰相。

秋风，意指专名，即秋天的风。寇准

为了美化巴东，在江=}匕旧县城修建“秋风

亭’’，“白云亭”，亲自在亭前种植柏树。

经常登亭赋诗。刊于《巴东集》内，歌颂

了山区的风光和人民的勤劳。

南宋末，县城由江北旧县迁至江南的

金字山北麓。原建的“秋风亭"至南宋乾

道元年(公元1169年)尚完好。后渐趋毁

坏。到明朝盛果任巴东知县时，为纪念寇

准，便在新县治中仿建“秋风亭’’。后经

清康熙初年、嘉庆二十一年、同治五年三

次修茸而保存至今。

秋风亭石木结构，飞檐两层，赤柱彩

瓦，雕梁【lHj栋，四角攒尖顶，高20余米，插入

云天，极为壮观。乘船经此，眺埋此亭，夺目

诱人。亭旁原石碑较多，均为历代文人过

客留诗歌颂寇准的碑文。北宋诗人、御史

中丞苏辙，写《秋风亭》一首： “人知公

惠在巴东，不识三朝社稷功。平日孤舟已

何处，江亭依旧傍东风’’。南宋诗人陆游两

次登亭赋诗，在《秋风亭》为题的一诗中

写道： 。。江水秋风宋玉悲，长官手自葺茅

茨。人生穷达谁能料，蜡泪成堆又一时。”

秋风亭现部分檐柱朽坏，彩漆剥落，

龙头亭顶在“文化大革命"列为“四旧黟

扫掉，亭旁的石碑多被砌坎用了。今准备

重修，恢复原貌。



无 源 洞 张安立摄影



无 源 洞

【无源洞】Wflyuhn DOn9 在信

陵镇东2．5公里的金字山山麓，海拔180米，

距长江水面垂直高约112米。洞口高15米，

宽9米，洞深，且大。据旧《县志》记载，

洞内“可容万人，居民每避兵于此"。传

说曾有人执烛探洞，点完七枝半蜡烛，仍

未能行至洞底，故称“无源洞”。

洞内有溪流沿洞涌出，水声潺潺，

飞泻如银，风景别致，被列为“巴东八景"

之一，为人们游览之地。洞外，石壁处刻

有“无源仙泉"、“灵山圣境"等字，盛

赞此洞。游人也多在此吟诗留迹。有首诗

对无源洞描写得好：“此洞何年驻列仙，

危岩突兀泻银泉。斜痕散湿酣朝露，远势

飞流破晓烟。一幅晶帘云外挂，千里雪练

岭头悬。潺谖听罢欢声沸，疑是山中别有

天o”

建国后，这里除供人游览外，党和政

府十分重视对溪水这一自然资源的利用。

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起，先后三次兴

工，引无源洞水入城。在群众参与下，沿

金字山腰，修筑了一条长2，700米的水渠，

使溪水供全镇居民作自来水饮用。溪水清

凉洁净。据化验，水中未含有毒物质，泉

水较江水中的细菌少百分之五十，含防治

粗脖子等瘸的碘化物、氟化物均符合国家

规定饮用标准。泉中的含锊硬度，也适合

工业用水要求。此外，溪水还可用于发

电，建有装})L136千瓦的电站。至此，无源

洞不仅为游览之地，也成了全镇居民生

活、建设需要之“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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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跳丧鼓舞(么姑子姐筛锣) 张安立摄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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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松 王 李庆荣摄影

【油松王】、’叭{’on寸诗Ang f^j野

：关公社袋子坝人队?i队的洪人荒音地

上。树高38米．翰径1．、1 6米．冠叭j s米．

主f上分长出9根土I：．成集求状向r伸

展，远看就象一把撑犬大伞。这棵油松比

目前有记拽∞内蒙^‘撷尔。多斯高原·棵仃

900年历史的』=油松还高l 3米．冠幅大D．5

米，比号称油松之乡的“l西省太岳林Ⅸ韵

人油松还勰3米．救称油松．f．。、’地群众

称这棵油松为“九头油松”。“九太”是

怎佯jf；成的睨?据传，痛庆元年1jff，这咀

并排K荷人小炳棵汕松，嘉庆元年(1 796

年)．树旁-户蚱张的住虏被火烧，张家

tfi：1彦化嚼．砍其中的一棵大树时，将小树

(脱n：逮谍)的树巅塌断，后来这棵树就

长}f{J，几个，i．成了罕见之树。更有趣的

是树蔸i．还自口i酬高90公分，宽70公分，

凹进去2公分，成半圆形的犬¨。门前离

地面3j公分处义嗣生两步1j地面平行的木

阶梯．‘i：『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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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丝 猴 李庆荣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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