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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地名委员

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精神编纂的。它是我县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解放以来第一部较

为完备的地理史料。 ‘
一

地名，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或符号，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演变的，与历史，

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县历史悠

久，沧桑变化很大。特别是近30余年来，行政区划几度变更，生产建设迅速发展，一些老地

名已经由新地名所代替，加上种种历史原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刀十年动乱时期，乱命地

名、滥改地名的现象比较普遍，地名上存在着重名、同音、讹错、名地不符、含义不清等严

重混乱问题。这次地名普查，我们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本着拨乱反正的原则，以军用五万分

之一的地形图为基础资料，以实际地名为依据，对全县的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

体，独立存在的重要人工建筑物，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革命纪念地、古迹，一一进

行了实地勘查。并收集民间有关地名的历史传说，查阅省0府、州、县志书和其他史籍，慎

重考证、核实、校正，力求使地名标准化，表、卡、图、文四统一。我县地形图上，原注地

名1，289条，勘误的564条，其中因消失而删去的389条，增注地名990条。对于重名、同音、

与驻地名称不一致或公章名称讹错的公社、大队、居委会、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分别报请常德地区行政公署、安乡县人民政府批准，已于

1981年12月8日发出更改的通知。同时对县、社、镇和县属农、林，牧、渔、芦苇等场，逐

一编写了文字概况。

这本地名录，以标准地图、文字概况、全县地名为主要内容，并收入县人民政府《关于

部份大队、居委会更名和更换公章的通知》，少量本地照片及古人诗文等资料。

本县的标准地图，是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地名录中的直观表现形式。有县、

社、镇的地图21幅，按照规定，标注、标示完整。分装在县、社、镇概况的前面。县境的山

脉、河道、政区，重要的自然村、街巷、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古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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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览。

文字概况，是地名录的重要部份。撰写县，社，镇，县属农、林、牧、渔、芦苇各场和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的概况共30篇。文字体例，依照中国地名委员会

“概况编写提纲黟的规定写成。县以省境，社(镇)以县境定方位，并注明四至。引用的数

据，以1980年度《安乡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和各主管部门同年度的报表或专项统计为准。

全县和各公社，镇，场的总面积，是包括垸内，垸外水、土面积在内的土地资源面积，采用

县农业区划办公室1982年测定的数据。各条河道在县境的长度与常年通航的里程，亦由县农

业区划办公室提供。关于县史、垸史、社史和党史的记述，以史籍、史实为据，会同有关主

管部门考查核实。存疑者未记入。属于民间流行的传说，均一一作了注明。

一本地名录编纂的全县现有地名共1970条，其中属于行政区划的287条，自然村的983

条，街巷的44条，自然地理实体的120条，人工建筑物的145条，企事业单位的384条，

革命纪念地、古迹的7条，分类表列化。重要地名，有的作了注释。为重点体现实况，摄制

了一部分照片，加以简要说明，编在有关部分的后面。

．。开展地名普查和编写出版地名录，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件新事。可幸的是，在此项工作

中，得到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县内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并借鉴了兄弟县地名工

作的经验，在此敬致谢意l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技术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当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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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地名录编纂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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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县 概 况

安乡县位于湖南省北部。东与南县交界，南与汉寿县、西湖农场毗邻，西与澧县、常德

县依水相连，北与湖北省公安、石首两县接壤。地处东经儿2。097，北纬29。247。总面积

1，086平方公里，有耕地674，427亩，其中水田416，367亩。辖18个公社，2个县属镇，6个县

属农、林，牧、渔、芦苇等场，下有260个大队，3，729个生产队和6个居委会。共109，818

户，506，938人，除极少数散居的回、苗、藏族人外，余为汉族。

安乡县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已有氏族部落。夏、商、西周为荆州之域。春秋战国为

楚国属地。秦属黔中郡地。西汉高祖5年即公元前202年，为孱陵县地(县城在今公安县夹

竹园公社)。新王莽始建囝元年即公元9年，孱陵县改名为孱陆县。东汉初复名孱陵县，光

武建武16年即公元40年，析孱陵县，置为作唐县。西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为南平郡

治。东晋时，在县境西南部侨置南义阳郡治。南北朝陈天嘉2年即公元561年，将南义阳郡

治置为安乡县，与作唐县并立。隋开皇3年即公元583年，改作唐县名为孱陵县(原孱陵县

改名公安县)，与安乡县同属澧阳郡。唐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孱陵县并入安乡县。据

《隆庆岳州府志》载：县境“左挹洞庭，右接兰澧，梁山、药山陈其前，黄山、古田踞其

后，众水环绕，形如碓筏’’。以“洞庭兰澧请水各安其流’’故名“安乡’’，以至于今。南宋

初年，筑县城于今城关镇。

全县地处洞庭平原。地势东北较高，西南较低，最高点黄山海拔265·8米，地面一般海

拔30米到37米。境内属于长江、澧水水系，有澧水、松滋、虎渡、藕池等河流，共长

290·4公里，纵横交汇，流入洞庭湖。有湖泊面积9万多亩，最大的珊珀湖，面积达3万

亩。全县堤垸变化很大，清代末年，全县有508个小垸，到解放初期已陆续并为30个，1954

年大水之后，合垸为9个，至1980年并为5个大垸。解放前，为改组堤务局，曾以“湖滨丰

裕，端资屏障，元公仁惠，肇造金汤，民生乐利，文化鼎昌，永徵瑞兴，宏猷武康"32字，

冠以安字，为各垸堤务局命名。1947年，全县辖1镇、ll乡，即城新镇和湖障、文化、梅

文、理兴、焦夹、永丰、永裕、永乐、安稼、笃睦、治化等乡。1949年7月31日解放，8月

建立安乡县人民政府，划为5个区。1950年6月分为1个镇和6个区。1955年7月将土改后

建立的143个乡并为96个乡和4个区辖镇。1956年5月撤区，并为15个大乡。1958年lO月建

立lo个人民公社，1961年后分为18个公社。其名称来历是取原垸名中“丰、裕、障、造、

金、生、文、化、昌、宏、猷、武、康"13字，并补ji“全、福、成、凝、德”，仍冠以安字，

为各公社命名，至今未变。解放以后，外县划属安乡县的有：湖北石首县的合安村、彭邱

岭、永合垸及公安县原辖黄山以南部分，澧县的东洲、永康、澧阳、中洲、永太等垸，常德县

的同兴，康乐、康乐巴、安宁、东城、兴成等垸和联成、门板洲、竹山坡、沈家沟、洪福、

常福等乡及陈家咀镇，南县的仁友乡和汉寿县的德寿乡。安乡县划属外县的有：附化、猪

曹、新成、河北、同仁等垸划属湖北石首、公安县，安瑞、安祥两垸划属澧县，安鼎垸、天

“卜分



星洲划属南县。

全县土壤成土母质以河湖积物为主，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全境属于中亚热带向j

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6．6。。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摄氏4．4。，

月(七月)平均气温摄氏28．5。。年平均降雨量l，194毫米左右，年平均日照时数1，84

左右，积温6，034。左右。全年无霜期平均277天。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宜于水稻、

等作物生长。

经济以农为主，主产粮棉，素称“鱼米之乡’’。但在旧社会，反动政府漠不关心人民疾

苦，造成河系紊乱，堤垸破烂，洪水泛滥，溃水成灾，劳动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

后，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搞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

设，到1980年，全县完成2．6亿土(石)方，其中用于大堤9，800万土(石)方，大大增强了

抗洪能力。1980年战胜了历史上的特大洪水。但由于安乡地处长江三水和澧水泄入洞庭的门

户，河床逐年淤高，防洪堤段长达391公里，洪水威胁依然存在。自1964年以来，大力整治

境内排灌系统，大搞园田化。全县建成电力排灌机埠227处，装机容量40，600千瓦。规模较大

的有仙桃咀，仁寿、永兴三座电力排灌站，装机容量共7，950千瓦，受益面积10多万亩。新

开和疏冼渠道2，400多公里，新建渠系建筑物3，200座，整治内湖9万亩，平整土地30万亩。

全县旱涝保收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9％。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l，300多台，各种机引

农具1，900部，农机总动力12万多马力。

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1979年粮食总产6．25亿斤，为1950年的2．2

倍，向国家交售1．86亿斤。1980年，在扩种棉花11万亩和遭受严重水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

4．36亿斤，皮棉总产15．3万担，为19：O年的9倍。其它经济作物，如油菜、黄麻、芝麻、花生，蚕

茧、甘蔗等，也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畜牧水产以牲猪、鲜鱼为主。1980年牲猪饲养35万多头，交

售给国家lo．29万头，为1950年的7倍。水产总产5．5万担，其巾鲜鱼3．4万担，上交国家8，900

担。县国营渔场，主要养鱼基地珊珀湖是供应首都的商品鱼基地，每年出产鲜鱼6，000担左

右。林、世发展很快，全县基本上实现了“四旁”绿化，有林面积12．69万亩，覆盖率达7．7％，

有以杉树为主的用材林5．57Y亩，以柑桔为主的经济林8，000亩，木材总蓄积量29．95万立方

米。全县有县属芦苇场1个，公社芦苇场5个，年产芦苇2万多吨，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纸材。

解放前的安乡，工业几乎是张白纸，到1980年末，全县工业企业发展到122个(其中国

营22个)，拥有固定资产2，047万元。以生产氮肥、棉纱、机制纸、食品罐头、酒、打稻机、

三线机、皮鞋、皮箱、塑料制r吊、柳条织品、轮窑砖瓦为主。全县工业总产值4，600万元，

为1950年的69倍。出VI产品有食品罐头、柳条织品，皮手套等。县橡胶厂生产无接头的力车

与自行车内外胎，系地区内独家产品，誉传省内外。县服装厂生产的“天鹅牌’’女春秋衫，

年产3万多件，1978年在全国服装质量评比鉴定中，被评为同类产品的第二名。安金公社焦

圻镇生产的“焦圻膏药"，已有107年历史，治疗风湿、疮疖、跌打损伤，疗效很好，畅销湖

北、江苏、云南、上海、广州等十五个省市，远销香港、新加坡，素有盛名。财贸事业也发

展很快，市场繁荣，群众购买力大大提高。1980年全县有商业网点670多个，社会商品零售

额为1951年的16倍。

交通运输方面，解放前不通汽车，现有常德至安乡、安乡至黄山头两条公路干线，和公

社公路，全长225公里。六家渡、丁家渡建起了公路桥，汽车可通15个公社。内河航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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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货轮船通长沙，常德，津市和湖北沙市等地。

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1980年全县有高中8所、初中142所，小学158所，Etl949年

增N285所。有教职员325，070人，在校学生112，328人。解放初，全县仅有1个卫生诊所，

病床10张，卫生技术人员5人。现在医疗卫生机构已发展到56个，病床1，611张，卫生技术

人员1，164人。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还大力开展了血防工作，全县有6个血防医

院，病床330张，治愈5万多血吸虫病人，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广泛开展了科技

工作，县成立了科协和农、牧、医，机械工程，数理化等学会，农村科技网已初步形成。

全县文化、广播、电影、图书等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安乡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1921年春复之交，毛泽东同志到华容，南县、安乡调查，曾

到过县城。1925年彭德怀同志曾驻军县城。贺龙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来我县

从事革命活动。在革命的艰苦年代里，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

颅，洒热血，英勇牺牲。南昌起义前敌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湘鄂西省委委员、

湘鄂边特委书记陈锡周，首任中共安乡县委书记陶季玉，南华安特委少共书记刘国富，县委

书记，游击大队长邱育芝，县委副书记张连翘，梅家洲党支部书记孟晓梅等同志相继殉难。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在全县广为流传，人们永志不忘。

据县志载，县内名胜古迹有t书台夜雨，洞庭春涨、鲸湖秋月、梁药晴峰、黄山瑞霭、

博望清风，安流晓渡、兰浦鱼舟，素称安乡八景。县城北郊的书院洲，相传宋参知政事范仲

淹少年时，曾在此地兴国观读书，宋代建有范文正公祠，清代设深柳书院。安造公社的马波

湖，后汉马援曾驻军于此，明代建有伏波将军庙。安猷公社的子龙庵，蜀汉赵子龙曾驻军于

此，原建有赵侯庙、打鼓台。1978年和1979年在安全公社汤家岗和安障公社庹家岗，划城

岗，发掘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出土大批石器、陶器。划城岗古文化遗址有5万

平方米，现已发掘250平方米，清理出100多座墓葬、一座较完整的古窑和房屋遗迹。这批出

土文物，据省文物部门鉴定，最早的距今约7，000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舟

几日轻帆扬，

江声疏九澧，

水浅鱼惊棹，

濯缨吾有意，

过 安

清 陶 澍

乡

城临古作唐。

湖势划三湘。

风回乌避樯。

随处是沧浪。

陶澍，字子霖，湖南安化人。清道光年间任两江总督。有《印心文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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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沿革表

安乡县， 在距今4，000年到7，000年前，已有氏族部落在今汤家

居。据“湖南省志》、 《安乡县志》记载。夏、商、西周为荆州之域

元前280年(秦昭襄t27年)秦攻楚，取楚黔中郡，置秦黔中郡， 县境属之。公元前202年

(f2高祖5年)属武陵郡孱陵县，县治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夹竹园公社斋居寺地。新王莽改

孱陵为孱陆， 改武陵为建平。东汉建武初年复名孱陵县，建武16年析孱陵县，置作唐县。此

后沿革，依据省志、县志列表于下，参照其他史籍注明。

朝 代 年 代 县名 隶 属 备 注

东 汉 公元40年(建武16年) 作唐 武陵郡 1．“直隶澧州志》：县境，秦属

三 国 慈姑县地(待考，未列入)o

吴 公元220年(东汉建安25年) 作唐 南 郡 2．清嘉庆((一统志))。、“公安县
志》：东汉建武1 6年析孱陵

西 晋 公元280年(太康元年) 作唐 南平郡
县置作唐县，县治在今安乡县

东 晋 公元317年(建武元年) 作唐 南平郡 城之北(待考)。孱陵县，后

南北朝 作唐 南平郡
改名江安、公安。

陈
公元561年(天嘉2年) 3．《三国志》：建安14年刘备领安乡 南义阳郡

孱陵 荆州牧，攻占武陵等郡；建安
隋 公元583年(开皇3年) 澧 阳 郡

安乡 24年冬12月，吴袭取荆州，占

唐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 安乡 澧 州 武陵等郡，作唐属之。

4．省志、县志：西晋初，作唐为
五代 公元907年 安乡 楚·澧 州 南平郡治。东晋侨置南义阳郡

于作唐县西南境，南北朝因之。
来 公元963年(乾德元年) 安’乡 澧 州I

5．《直隶澧州志》、《历代地理

兀 公元1270年(至元16年) 安乡 澧 州 路 沿革表》、 “东晋南北朝舆地

表》t陈天嘉2年析置安乡县
明 公元1364年(元至正24年) 安乡 岳州府澧州 为南义阳郡治。

岳常澧道 6．县志：元至]E24年，安乡归属
清 公元1647年(顺治4年) 安乡 吴王朱元璋。澧 州一

民 国 公元1911年 安乡
湖南省第四行 7．省志：清雍正7年(公元1729年：
政督察区 澧州升直隶州，安乡属之。

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公元1949年7月31日解放 安乡 常德专区 8．县志：民国初年，县属武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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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江干阻风(竹枝诃)

明 袁宏道

其 一

·一溪才顺一溪湾， 一尺才过一尺还。

舟子已愁箭括水， 儿童又指帽儿山。

(谚云：黄山戴帽必风雨。河名一箭，水势甚急)

芦花枝上水痕新，

只在梁山山背面，

其 二

其 三

南市东村打白鳞。

梁山何苦不离人。

武溪葱翠独称梁， 正望黄山一点苍。

三日风头两日雨， 谢公昨日拜梁王。

(黄山有谢公祠，梁山神俗称票王)

四

侬家生长在河干， 夫婿如鱼不去滩。，

冬夜趁霜春趁水， 芦花被底一生寒。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明万历年间官至吏部郎中。著名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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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为安乡县城，位于县境中部。东，南与安猷公社毗连，西倚松虎洪道同大鲸港

镇、安裕公社相望，北与安障公社接壤。总面积l 3平方公里，其中郊区耕地6，289亩。市

区划分4个居民委员会，郊区有2个农业大队、1个蔬菜大队、1个渔场，共7，504户，

32，317人，城镇人口占80％。除极少数回族外，余为汉族。镇人民政府设在新镇街，县人民

政府由民主街迁至潺陵路。本镇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的枢纽。北有书院洲

至黄山头的公路-连通湖北沙市，西有常安公路，直达常德市，东有城关至三岔河的公路，

连接南县，客、货轮船与长沙、常德、津市，沙市通航。

这是座洞庭湖滨的古镇。清嘉庆《一统志》载：南宋建炎2年即公元1128年，巳在此筑

安乡县城。清代末年为坊郭村，民国初年称城中乡。1936年设保甲，成立镇公所，改名城厢

镇。1938年更名城新镇。1949年7月31日解放，属第一区。1950年建立镇人民政府，命名城

关镇。1961年从安障公社划入书院洲蔬菜大队，1980年从安猷公社划入保堤庙、长岭洲两个

农业大队。 ，

市区原为河道环绕，地势低平。明代诗人许宗鲁曾有“浦市依渔火，江城傍蜃楼’’的诗

句描述。“隆庆岳州府志》、((直隶澧州志》载：明嘉靖、清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于市口砌

城门四"， “权联民墙为城黟， “筑四门城楼’’。东门外，小河上有元代石砌的和丰桥，通

车马。东郊，明代有演武厅、社稷坛、接官厅和宋代建筑的普光寺。这些古建筑物早为洪

水，兵燹所毁。解放前，市区有“廿"字形街道，，铺麻条石，狭窄坎坷。每年夏秋，洪水横

流市区，街道上行船，人称“蛟宫’’、。水国’’。大部分房屋破烂，居民深受水害。

解放以来，市区面貌逐步更新。1955年堵截城东小河，次年元月修起护城大堤，1977年

修建电排站，解除了水患。现在老市区已形成棋盘式的柏油，水泥大街，桐荫夹道，楼房矗

立，市场繁荣。主要街道有。南北走向的南外街一一南正街一一北正街与新镇街一一东后街

一一民主街成两线平行；东西走向的新堤街一一上东门街与西正街一一东正街一一下东门街

两线为主，同五总街、复兴街、健康街并列。近几年市区向东、北郊区扩展。1980年新修向

东郊延伸的东门新街和潺陵路。新建工厂、商店，银行，汽车站，图书馆、电影院和职工宿

舍。北郊书院洲修建了汽车站、车辆轮渡码头，棉纺厂、修船厂、商店、旅社、学校，成为

又一个新市区。古镇焕发青春，欣欣向荣。

解放前，仅有一家汽车头改装的小小发电厂，现有纺织、机械、食品、酿造、建材、印

刷，化工、塑料，农机修造、汽车配件、粮食加工等工厂38个，1980年产值2，226万元，其

中镇，街办的化工厂、蚊香厂、东风印刷厂，红星塑料厂，蓄电池厂等8个工厂，产品质量

不断提高，销路日益扩大，1980年产值294万元。镇内有县级商业批发机构13个，大小商店，

旅社共300多家。1980年市内社会商品零售额2，475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4％。

群众节约储蓄的银行存款达到3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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