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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地名志
CHANGX I NGX l AND I H I NGZH I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浙江省长兴县地名委员会编

f明一≥



1希 古
刖 舌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文件精神，我县在

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一九八O年底至一九八一年底开展了地

名普查，于一九八二年三月普查成果经嘉兴地区地名委员会组织验收

合格；同年五月根据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志》编写提纲的要求，在

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考证、充实、核对，编写了《长兴县地名志》o

地名志是党政机关及各部门所必备的工具书，它为工业、交通，

农业，国防，外事、公安、邮电、新闻、文教，科技、财贸提供了详

备的地名资料。《长兴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收录地名最多，释文

最完整的一部资料性典籍。它所涉地名范围广泛，编写翔实，文图并

茂。全志共收录地名3，759条；每条地名有标准名称、正确读音，准

确的位置；大多数地名都有由来、含义、沿革，自然地理、经济特产

等，基本上做到了“五定疗(即定名、定音、定位、定义，定性)要求。

《长兴县地名志》的出版，不仅使本县广大群众能比较正确地掌

握、运用各类标准地名，同时也向有关专业部门提供了我县地名的历

史沿革、地理特征、经济状况、文化风物、名胜古迹等资料，对于研

究地名、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为了使读者正确掌握和使用本志，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志采用典籍式编排。地名的归类按照行政区划单位和居民

点、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名胜古迹和其他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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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每大类中的地名基本按照县图从左到右、自上而下的顺

为了便于寻找地名，在附录备有汉语拼音索引，并对重要地

名加上标志。

二，本志中所引用的数据，原则上按照县统计局一九八O年上报

数，其中粮食产量大多数采用一九七九年的数字(因为这年是八O年

以前历史最高产量)。人口，户数则采用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普查的

数据o
。

‘

三，本志引用的有关地名史料，大多数摘自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编的《长兴县志》，部分是根据明万历《湖州府志》，《浙江通志》，

《辞海》，鬈二十四史·地理志》和《家谱》。
。

四、本志标准地名的读音，‘注有汉语拼音，并按照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五、本志采用的三十六幅县、社地图，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

京军区司令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编绘、经省测绘局

科技处审验(比例尺不等)。长兴县古山水，古县城、古县署图，则根

据清《长兴县志》编绘。行政界线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
。

<长兴县地名志》自一九八二年五月开始编写，同年十月编出初稿，

经按级审稿，于一九八三年一月定稿付印。因时间仓促，编写水平低，

其中谬误，差错不少，欢迎读者批评指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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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社图、文⋯⋯⋯⋯⋯⋯⋯⋯⋯⋯⋯⋯⋯⋯⋯⋯⋯⋯．．
社图、文⋯⋯⋯．．．⋯⋯⋯⋯⋯⋯⋯⋯⋯⋯⋯⋯⋯⋯．．

公社图、文⋯⋯⋯⋯⋯⋯⋯⋯⋯⋯⋯⋯⋯⋯⋯⋯⋯⋯

社图、文⋯⋯⋯⋯⋯⋯⋯⋯⋯⋯⋯⋯⋯⋯⋯⋯⋯⋯．．
公社图、文⋯⋯⋯⋯⋯⋯⋯⋯⋯⋯⋯⋯⋯⋯⋯⋯⋯⋯

社图，文⋯⋯⋯⋯⋯⋯⋯⋯⋯⋯⋯⋯⋯⋯⋯⋯⋯⋯．．

观音桥人民公社图，文⋯⋯⋯⋯⋯⋯⋯．．：⋯⋯⋯⋯⋯⋯⋯⋯⋯⋯
吕山人民公社图、文⋯⋯⋯⋯⋯⋯⋯⋯⋯⋯⋯⋯⋯⋯⋯⋯⋯⋯．．

吴山人民公社图，文⋯⋯⋯⋯⋯⋯⋯⋯⋯⋯．⋯⋯⋯⋯⋯⋯⋯⋯．

便民桥人民公社图、文⋯⋯⋯⋯⋯⋯⋯⋯⋯⋯⋯⋯⋯⋯⋯⋯⋯⋯
长城人民公社图，文⋯⋯⋯⋯⋯⋯⋯⋯⋯⋯⋯⋯⋯⋯⋯⋯⋯⋯．．

和平人民公社图，文⋯⋯⋯⋯⋯⋯⋯⋯⋯⋯⋯⋯⋯⋯⋯⋯⋯⋯．．

(二)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

场⋯⋯⋯⋯⋯⋯⋯⋯⋯⋯⋯⋯⋯⋯⋯⋯⋯⋯⋯⋯⋯⋯⋯⋯225
台站⋯⋯⋯⋯⋯⋯⋯⋯⋯⋯⋯⋯⋯⋯⋯⋯⋯⋯⋯⋯⋯⋯⋯．z129

渡口⋯⋯⋯⋯⋯⋯⋯⋯⋯⋯⋯⋯⋯⋯⋯⋯⋯⋯⋯⋯⋯⋯⋯．430
企业单位⋯⋯⋯⋯⋯⋯⋯⋯⋯⋯⋯⋯⋯⋯⋯⋯⋯⋯⋯⋯⋯⋯431

事业单位⋯⋯⋯⋯⋯⋯⋯⋯⋯⋯⋯⋯⋯⋯⋯⋯⋯⋯⋯⋯⋯⋯437

行政单位⋯⋯⋯⋯⋯⋯⋯⋯⋯⋯⋯⋯⋯⋯⋯⋯⋯⋯⋯⋯⋯⋯钟1

(三)名胜古迹和其他人工建筑物名称

古迹⋯⋯⋯⋯⋯⋯⋯⋯⋯⋯⋯⋯⋯⋯⋯⋯⋯⋯⋯⋯⋯⋯⋯．钳5
游览地⋯⋯⋯⋯⋯⋯⋯⋯⋯⋯⋯⋯⋯⋯⋯⋯⋯⋯⋯⋯⋯⋯．．448

纪念地⋯⋯⋯⋯⋯⋯⋯⋯⋯⋯⋯⋯⋯⋯⋯⋯⋯⋯⋯⋯⋯⋯．．449
保护区⋯⋯⋯⋯．．⋯⋯⋯⋯⋯⋯⋯⋯⋯⋯⋯⋯⋯⋯⋯⋯⋯⋯450

建筑物⋯⋯⋯⋯．．⋯⋯⋯⋯⋯⋯⋯⋯⋯⋯⋯⋯⋯⋯⋯⋯⋯⋯451

(四)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山，山峰⋯⋯⋯⋯⋯⋯⋯⋯⋯⋯⋯⋯⋯⋯⋯⋯⋯⋯⋯⋯⋯⋯469

谷⋯⋯⋯⋯⋯⋯⋯⋯⋯⋯⋯⋯⋯⋯⋯⋯⋯⋯⋯⋯⋯⋯⋯⋯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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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501
河⋯⋯⋯⋯⋯⋯⋯⋯⋯⋯⋯⋯⋯⋯⋯⋯⋯⋯⋯⋯⋯⋯⋯⋯501
湖⋯⋯⋯⋯⋯⋯⋯⋯⋯⋯⋯⋯⋯⋯⋯⋯⋯⋯⋯⋯⋯⋯⋯⋯508

泉⋯．⋯⋯⋯⋯⋯⋯⋯⋯⋯⋯⋯⋯⋯⋯⋯⋯⋯⋯⋯⋯⋯⋯．．511
蚪⋯⋯⋯⋯⋯⋯⋯⋯⋯⋯⋯⋯⋯⋯⋯⋯⋯⋯⋯⋯⋯⋯⋯⋯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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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震久之，折屋压死人民，山谷多生白毛长=，三寸。清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初七夜大

地震，自是连日小震月余始定。解放以来发生在江苏溧阳的两次地震均波及本县。其中较大

的一次发生在1979年7月9日18点57分，烈度在6～7度。全县倒塌房屋18间。

地质构造解放后，根据地质普查资料和出土的大量化石标本证明：长兴境内地表地层

从古生代泥盆纪、石炭纪、二迭纪到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自垩纪直至新生代的第四纪

(第三纪未发现)均有出露，其中以煤山盆地出露得较为完整。在上述地层中以泥盆系的石英

砂岩分布最广，分别出露在二界岭，长潮(狮子山)、弁山，太傅(方山)，合溪(乌瞻山)、天

平桥(龙山)和后漾，水口，丁甲桥一带的山区。石炭系地层的出露与泥盆系地层基本相依，

主要在和平野山和吴山一带，二迭系栖霞灰岩则出露在煤山盆地。早在三十年代被地质学家

以长兴县命名的。长兴灰岩”在煤山，槐坎一带，并于1981年被省划为保护区。三迭系的青

龙灰岩主要分布在大煤山、青塘坝、狮子山、煤山盆地和白石山等地。侏罗系和白垩系主要

出露在泗安，仙山，和平等山区和煤山盆地。

矿产资源长兴的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查明的有煤，石灰石，大理石、石英石、紫砂、

凝灰石、白泥(膨润土)、高岭土、硼砂泥炭和铁矿等。二迭系龙潭组是本辖区最具经济价值的含

煤地层，主要分布在煤山盆地，这里有长广煤矿公司的四个矿井和县属五个小煤矿在开采。

长兴的石灰石品种多、质量好，除用于建筑外，还是化工，冶金的重要原料，大量运销上海，

杭州等地，主要产区在煤山，自石山，弁山，吕山、吴山等地。以石灰石为主要原料、年产

百万吨水泥的长兴水泥厂在煤山，以生产白水泥为主的杨家山水泥厂在李家巷。大理石主要

产区在煤山盆地，蕴藏量丰富、色彩淡雅，畅销国内外。紫砂(包括紫色砂岩和紫色页岩)，

分布广，储量多，质量好。主要分布在合溪，煤山盆地和弁山(北麓)的石炭系高丽山组地

层，为长兴的紫砂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基地。目前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还远销上海、德清

等地。用于生产耐火器材，白水泥和瓷器原料的高岭土，分布在白岘，煤山一带。还发现具

有发展前途、为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稀有原料硼砂和膨润土，其中膨润土已在开采。用于生产

火山灰水泥的重要原料凝灰石产在仙山，储量极为丰富，目前正在大量开采。泥炭则分布在

太湖沿岸公社，主要用作燃料。铁矿主要分布在李家巷，和平等地，1958年曾开采过。

土特产品长兴的土特产以茶叶．白果，乌梅著称。水口顾渚产的紫笋茶，早在公元七

百七十年的唐代就被列为贡茶，历时数百年。从一九七九年恢复生产以来，茶叶的质量在省

内名列前茅，一九八二年被评为全国名茶第三名，年产量已接近千斤。白果、乌梅，畅销东

南亚各国及港澳市场，在国内也久负盛名。其中乌梅因产在合溪一带，在国外享有。合梅竹之

称，全县现已发展到七千多亩，青梅的年产量达三千多担。白果的重点产区在八都界。山区

的毛笋，板栗是长兴县出口的主要特产。近年发展起来的兔毛和羔皮，也是出口的主要畜产

品，一九八一年兔毛收购量达五万多斤，羔羊皮为六万多张。其次，丁甲桥公社斯圻的杨梅、

槐李，太傅公社的苹果，和平地区的葡萄等，在县内外颇有名气。太湖之畔、苕溪两岸近十

个公社，河港交错，荡漾星罗棋布，水面达九万亩，对于发展淡水鱼养殖业具有优越条件，

目前放养鱼蟹、河蚌育珠发展很快。太湖沿岸五个公社的芦苇，蚕桑及其淡水珍品(银鱼，

自壳虾，鲚鱼)闻名遐迩。

农林畜产长兴的农业以粮食为主，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全县耕地六十三万一千六百

十六亩，其中水田五十六万九千一百二十九亩。解放以来，先后兴建了泗安等十万方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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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循，其故居在鼎甲桥。明代中期著名文人编著经史、科技，文艺六百卷的吴琉，生老在李

家巷石泉村，其故居遗迹尚存。明代后期著名经史学家，书法家朱升，出生在后漾白溪村，

他所建的画庄还在。东晋时期著名宰相、政治家谢安，其墓在陈朝时迁葬在太傅公社。还有

元末诗人沈贞、明代文学家徐中行、姚一元，丁元荐都是本县人，为丰富我国的历史文化曾

作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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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建置沿革
长兴县地处太湖流域，背山面湖，自然条件优越。从解放以来全县古遗址调查和大量的

出土文物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自泗安仙山山麓，东迄太湖之滨的广大区域里，已

有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劳动、栖息。

夏商周时，长兴属扬州之域，是古代荆蛮族与于越族相互集居的地区之一(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当时，商，周的统治势力和中原发达的经济、文化，影响到长江下游和太湖

流域，并与荆蛮族和于越族的土著文化结合，创造出南方独特的吴越文化。这一点，可从长

兴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钟、鼎、簋、剑等)和陶器佐证。

春秋时属吴地。《吴兴记》云；。吴王阖闾(公元前514～496年)，使弟夫概居此，筑城狭

长，故日长城。”据史料记载，吴王在长兴(太湖沿岸)筑三圻三城。斯圻，石圻、芦圻屯水军，

吴城、彭城、邱城扎步骑，抗御越国。七十年代在开挖长兴港，洪山港等水利工程中，出土

了大量的青铜兵器，如戈、剑、矛、镞等，与史料相吻合。

战国时(公元前475～221年)，始属越，越为楚灭，复属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原吴越之地置会稽郡，时属会

稽郡。
。

西汉初(前206年)，汉高祖封韩信为楚王，长兴属楚。高祖六年(前201年)，立刘贾为

荆王，属荆国。十二年(前195年)立刘濞为吴王，又属吴。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谋

反被诛，属会稽乌程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把原属会稽郡的钱塘江以北地区

分出，新设吴郡，长兴属吴郡，三国东吴孙皓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始设吴兴郡，长兴属

吴兴郡乌程县。

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分乌程，立长城县，县治建在现县城东南二十里的富坡

乡。这是长兴建县之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分长城北乡，立义乡县，属义兴郡(《晋书

地理志》)。东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县治迁至箬溪地北(距今县城东2里)。南北朝时，

宋、齐，梁、陈四代均属吴兴郡。

隋开皇九年(公元282年)，罢吴兴郡，长城并入乌程县，属苏州。仁寿二年(公元602

年)，复立湖州郡，长城属湖州。大兴二年(公元606年)，州废，属吴郡，改长城县为义乡

县。隋末，各地农民起义。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吴兴太守沈法兴，乘机起兵，割据江

南，改长城为长州。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子通破沈法兴，尽有其地。武德四年(公

元621年)，农民起义领袖杜伏威平李子通，改长州为绥州，后又更名为雉州。其时为辅公

柘。僭据”在此，辇土为之(城郊古城堆，即古城遗址)。雉城名也由此而起。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辅公_}石被杀，废雉州，恢复长城县名。又以安吉、原乡两县并

入，县治也迁至现址。

五代属吴越。梁开平四年(公元9lO年)，吴越王钱锣为避朱温庙讳，改长城为长兴。长

兴县名自此始。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纳土置两浙路，长兴属浙西路。宝庆元年(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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