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黹 喜
刖 舌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的

文件精神，在全县地名普查工作所取得地名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是我县地

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因为地名资料是一项珍贵的历史遗产，汇集一代符合国家标准化、规范化要

求的地名资料，不仅对于满足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新闻出版．交通，

测绘、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的需要具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后人考察研究历史上

行政区划的建制沿革、社会政治经济地理以及风物>--／俗等，更具有相当重要的价

值。所以，我们依据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中取得的地名成果资料编辑了本《地名

录》，供使用参考。

本《地名录》收录的县内行政区划名称与自然村名296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264条，人工建筑物名称128条，企事业单位名称346条，纪念地、名胜古迹类名

称12条等，是以1968年版1：50，000地形图为基础资料，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

员相结合，实地调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广泛收集和听取民间提供的地名

历史资料，对各个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含义逐一考证，查阅典籍资料，认真核正审

定，归纳整理的。并按标准化和规范化要求进行了处理，达到了图，表、文一致．

在本《地名录》中，各地名均为标准名称，并用我国的汉语拼音拼写了地名。每

个名称均写了简短的来历更替及含义或与名称相应的简单内容．



本《地名录》中装帧县，区(镇)地图共十一幅，收录县、区(镇)、社撰

写的文字概况共50篇，有图片及说明36张。还附录了江华历史沿革简表；民国和

解放以来的县行政区划变迁情况及1 981年经批准更名的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

表等。全书约50万字。书中引用数据均系县计委、县公安局1 980年底统计数；专

业术语及数据按主管部门口径统一提法。

本《地名录》是在上级地名委员会、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经县人民政府审定批准付印。在此，我们对有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热情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

编辑出版《地名录》，是一项新工作，加之编辑人员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

处肯定很多，敬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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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瑶族自治县概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正南边陲之地，与粤桂接壤。东北接蓝山县，东南邻广东省

连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西南界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富川县，西抵江永县，北枕道县、宁

远县。处东经111。757--112。097，北纬24。257--25。107之间。全县总面积3，043．714平方公里

(折为4，565，571亩)。其中：林业用地3，434，799亩，占75．23％；水田219，71 o亩，占4．81％；

旱土82，336亩，占1．81％，石山309，465亩，占6．78％l河流、水库，道路、村庄等面积为

519，26l亩，占11．37％。全县共有61，963户，305，946人(农业户57，441户，281，392人)。其

中：瑶族136，330人，壮族5，881人，余为汉族。辖八区两镇，37个农村人民公社，441个大队，

2，829个生产队，2，960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设驻水口。

江华瑶族自治县，秦时属桂林郡，后属苍梧罔。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

冯乘县，因县内有冯溪故而得名，属苍捂郡(今广西梧州市)。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

分冯乘县置江华县，因县治在阳华岩附近大河的南岸而得名，属道州。文明元年(公元634

年)改名云溪县，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复名江华县，县治在寒亭北与阳华岩南之间

(即今老县)，属道州。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移县治于黄头岗(即今沱江镇)，县

名沿用至今。《湖南省志·地理志》《同治·江华县志》。公元J949年11月6日，江华县和

平解放，同年11月22日成立江华县人民政府，县治沱江镇。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

区域自治，1955年11月25日建立江华瑶族自治县，县人民政府迁驻水口。县辖行政区域略有

变动，原一、二、三、四区划属江永县管辖，至1958年11月，二，三，四区才划归江华瑶族自治

县管辖。

全县境内地形复杂，山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平均海拔高度600米左右。东、南、西三部

分(即水口、贝江、码市、大圩四区及涛圩、沱江两区的部分)系五岭山脉的萌渚岭，九嶷山的支

脉云梯山等高山大岭，有群峰高耸，山峦重叠，沟壑溪流密布，山势由南向北低趋。最高点马

鞍山顶峰海拔高度l，846米，县内习惯以姑婆山、勾挂岭，天子岭等山脊为界分称岭东(片)

和岭西(片)。岭东(片)是山区，以林业为主。瑶族和壮族人口居住此片最多。有东河

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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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放运木排。岭西(片)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肥沃：有西河(沲

两岸引水灌溉方便，为全县主要农产区。县内两条主要河流，即东河横

向北，分别在境东部和境西部逶迤一百多公里汇合于沱江，往北流至道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且具有严冬期短，春寒明显，春夏多雨，秋冬多

气温18。C，一月平均气温7．4。C，七月平均气温26．4。C。年平均降水

多集中在四，五、六三个月，其间偶有暴雨成灾。

富，有锡、磷、黄铁、铅锌、水晶等矿，还有国防需用的铀，钶、钽

朝开采至今，县磷肥厂于1968年建厂，年产磷肥5，n00吨；其它矿藏亦有

布沱江、大路铺、白芒营、涛圩、大圩等五个区域。

是省内重点林区之一。森林资源丰富，有活立木蓄积量580万立方米，

樟，梓、楠，红稠，黄檀等珍贵木材和油杉．水杉，白克木等稀有树

丰富。江华杉木，条干通直，径大节少，质韧耐腐，素有“江华木”之

称，驰名全国。解放后，林业得到各级党、政重视，建立了林业机构，边远山区得到开发利

用。修建护林防火了望台五座，配有专职护林人员，铲修了防火线2，227公里，减少了山林火

灾的发生。人工造林总面积达117万亩，向国家贡献木材总计达,147万立方米，平均每年供材

14万立方米。

江华林区瑶、壮、汉各族人民有六百多年的插条造杉经验。其特点是杉桐混交，粮林间

种，以农促林，以桐促杉，既收了粮食，又获得了林副产品，既减少了抚育次数，又能使林

木早日郁蔽，迅速成材。

林业生产采伐运输方面已由过去的刀砍，肩扛，拉厢，发展到部分采用机械采伐，索道

积材，汽车运材，机船拖材等，提高了工效，减轻了劳动强度。

桐油，茶油、山苍子油等亦是我县大宗产品类，桐油年产20万斤，茶油年产约60万斤，

山苍子油是医药工业原料，年产量“万斤以上，林副产品还有松脂．白腊．棕片，紫胶，香

菇等。

县内药材资源极为丰富，共有一百六十多种，常年收购达一百一十多种，主要有厚朴，

． 年产6．5万斤，黄柏年产o．31万斤，诸如金银花、茯苓，枳壳，桔梗等药材总计年产达53万

斤。

农业主要分布在沱江、大路铺，白芒营，涛圩，大圩，码市等六个区，以种植水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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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玉米等为主。解放前粮食产量极低，亩产仅200一300斤，山区则仅80—90斤的产量。解

放后，实行科学种田，积极开展农田建设，改善农田水利灌溉条件，选用!良种，种植双季

稻，单产已达700—1，000斤，柏当于解放前的三至四倍。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2．46亿

斤。从1972年起由缺粮变为自给有余。

经济作物有茶叶，烤烟，花生、黄豆，棉花、甘蔗等。江华“白毛尖，，茶叶，畅销全国

各地。烤烟色黄香浓，级质颇佳，销路甚广。‘
‘

‘

解放后，全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成绩。现已建成中，小型水库176座，总

库容量14，386．66万方，渠道6处，总长108．5公里；渡槽两处长1，250米；隧洞一处长675米，

使灌溉面积达205，145亩。改变了解放前只靠少数山塘积水灌溉，每遇干旱便成灾，农业减产

失收的落后面貌。涔天河中型水库中型电站一座，库容i0，500万方，装机容量2．25万千瓦，

全县建小水电站391处，装机容量共6，09l千瓦。使工、农业生产用电与生活照明用电逐步地

得到解决。

全县工业发展较快。解放前仅有几家手工操作的个体私营铁铺，现在已有机械化操作的

磷肥厂，水泥广、农业机械厂，林业机械厂，汽车修配厂等十八个工厂。区(镇)社所属企

业有眼镜厂，藤椅厂，火柴厂等一百零七个。1980盆c-．产倒达1，601万元以上。

交通运输发展较快，全县以县城为中心，初步形成了公路网。主要公路干线可以东至蓝

山县和广东连县；南通广西贺县、梧州，西达广西富川县；北往道县，零陵等地。县内除花

江洞、竹园寨两个公社外，其余三十五个公社均有公路通车。县城至涔天河30公里水路交

通，有机船往返运输。现在是南来北往，交通方便，改变了过去交通困难，消息闭塞的落后

状况。

县内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面貌一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教育贫乏、缺医少药的落后状

态。现有电影院三个，电影放映队五十个，文化馆一个，新华书店一个，民族歌舞团一个，

广播放大站四十三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大大丰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有中学50所，小

学707所，教职员工2，467人，在校的中小学生53，842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有医疗，

卫生、防疫、保健等单位51个，医务工作人员807人，病床672张；大队还设有合作医疗卫生

室。为防病治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计划生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带来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情景。全县

区(镇)社队商业网点星罗棋布，设有圩场十九处，每逢集日，人山人海，物资丰富，呈现

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发达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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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岩万壑，清幽突兀，林海茫茫，苍松翠竹，风景宜人。尤以“阳华胜览一、 “浪

，“寒亭秋色"，“暖谷春容’’，“回溪寿域"， “奇兽虚明力、“秦岩深处，，、

屏，，等千姿百态，绮丽风光的八景，动感游人。

历史上至今仍为全县各族人民所敬意和纪念的史绩有：瑶族农民起义首领赵金龙于

一年(公元1831年)，在锦田长塘(即今码市大龙)率领农民起义，由六百余人壮大

人，沉重地打击了江华，蓝山，宁远，新田，常宁等县的清朝封建统治者，震惊了

统治集团；韦汉同志(壮族)1925年在沱江组建中共江华县第一个党支部，领导农

使农民运动如火如茶，蓬勃发展；1934年儿月红军长征路经江华时，播下革命火

沱江扩军，有150名青年参军长征；1950年2月，解放军某部在小圩开源冲剿匪，为

战斗中有吴连山排长等五位同志英勇牺牲。为纪念五位烈士，在小圩公社李子山建

座。

革命烈士李启汉(李森)同志诞生在码市公社朝阳大队李家屋，

革命烈士陈为人同志出生于沱江公社百家尾村；

(虞上聪)同志出生在大石桥公社鹋鸪塘村，现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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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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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CHENGGUAN ZHEN

镇人民政府驻地：
水口街居委会
新 华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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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图系根据一九八一年十月县地名普查力龌供的l：5万标准地名图编辑

各级行政境界不作划分行政区划的浓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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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中部，在崇江与东河(冯河)的汇合处。东南界贝江公社，

西南接小圩公社．东和北抵高滩公社。全镇面积22．66平方公里(折合33，990亩)。其中：

林业用地29，520亩，水田367亩，旱土145亩，石山405亩，其它3，553亩。分设农村大队

3个，居民委员会1个，生产队15个，居民组6个。共有1，691户，10，576人。其中农业人

口1，853人。有瑶族、壮族和汉族。

城关镇，清雍正年间设兵营，称永安营(见雍正·江华县志)，清道光十七年(公元

1837年)设圩场，以二，五，八为市，因处于崇江与冯河的汇合口，故称水口市(见同治·

江华县志)，民国初年，火灾屡发，贬称火13；民国中期在河对岸建一宝塔，说镇住火妖，

复名水口，解放前水口隶属东河乡，1949年11月解放’1950年设水口乡，隶属第五区；19,35

年1lfJ 25日置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治；1958年确定为城关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城关镇人民政府驻新华街。

城关镇东北部山地傍依冯河，西部为仙姑坛山地，南部是浪祖冲山高耸，崇江穿流于其

间注入冯河。是一个气候温和，冬寒期少，夏热期短，雨量充足，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的山

镇。

建镇后，原老街道已进行加宽和换新。新修的两条街道为平坦的水泥道大街，长1，27l米，

平均宽5．6米。其中民族街可供两辆解放牌汽车并排行驶，街道两旁均为新建的楼房。

境内山林茂密。有杉、松、油茶、油桐，竹、山苍子林等，活立木蓄积量为68，100立方

米。年产木材1，000立方米。

有蔬菜队4个，种植菜地200亩，年产蔬菜13，000担，供应上市。

粮食作物出产有水稻，红薯、玉米等。水稻一年两季，亩产达1，700斤。但由于耕地少，

所产粮食不能自给，每年仍由国家供应大部份粮食。

解放后，镇办工业从无到有，利用本地资源，办起了藤椅厂、火柴厂、化工厂、竹木加

工厂，纸厂、铅笔制板厂等十余个工厂。1980年总产值达33万元。

城关镇是县内交通枢纽。每天有客班车由此发车直达零陵，冷水滩，江永县，广东连

县，广西贺县及县内的沱江、码市、大圩、河路口，湘江、未竹I：1等地。还有水路可通机帆

船直达涔天河水库，务江、花江等地。

解放前，境内仅有小学2所。现镇内有小学6所，在校学生1，200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

达99％以上。。镇卫生院1所，大队有卫生室，防疫卫生、计划生育等机构健全。镇内还有县

民族一中，县第一人民医院、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县电影管理站、新华书店、县民族

歌舞团等单位。给金镇各族人民以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享受和极方便的卫生就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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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汉语拼音

JianghuAYaozd

Zizhlxian

水口 Shutk6u

城关镇

新华街

Chen99uan Zhen

水口街居委会 shulk6u Jie Jfiw6ihul

河边街Hebiaa Ji邑

民族街 Mlnzfl Jie

码市街 MashI Jie

暗冲大队 Anchong Dadul

河边村H6biancnn

暗冲 Anchon9

牛轭滩 Nift’etan

大暗冲Da’anchong

小暗冲Xiao’anchong

大白瀑Dabaibao

小白瀑Xiaobaibao

桐顶冲T6nfld t ngchong

大暗冲源Da’anch6ngyu矗n

6

标准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

汉至隋朝为冯乘县，唐武德四年置江华县，明

朝天顺六年，迁黄头岗(即沱江镇)，1949年

解放建立县人民政府，驻沱江，1955年11月成

立江华瑶族自治县，迁驻水口。

清雍正年间建居，名永安，后设兵菖，称永安

营。因处于冯河与崇江的汇合口，于清道光

十七年(公元1837年)以二、五，八为市，建

立圩场，改名水口市。后屡遭火灾，民国初

年，改名火口。民国中期在对河岸边建一宝塔，

传说镇妖，又恢复水口地名。

以城镇得名，1960年5月建立公社，1980年普选

后，建立镇人民政府。

1955年uB，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新建街道

而得名。

因驻地得名，1962年建立。

在河边新建街道而得名。

街道以民族取名。

街道通向码市而得名。

因片村得名，1961年7月建队。

村庄建在河边而得名。

村庄建在河岸冲边，得名。岸冲一。1961年改名

。暗冲竹。

村前河滩似牛轭形而得名。

因村后冲较大而得名。

因村边冲小而得名。

村旁山水较大，流经石壁直泻而下，好比瀑布

而得名。

村旁U．IN较小，流经石壁直泻而下，好比瀑布

而得名。

村建冲源，因盛产油桐得名。

在大暗冲源头建居而得名．



钟家

上 洞

大山

泮水

高浪

茶源洞

石岩漕

观音托

玉流

马六坪

朱家

茶源冲

茶源冲源

大冲

萝卜厂

井头冲

黄竹冲

毛竹窝

金盘岭

大山尾

Zhon9ji：i

Shangdong

Dashan

Panshut

Gaolan9

ChA yua nd6ng

Shlyanc矗o

Guanyintu6

Ydlin

Malflpin9

Zhfijia

Chayu矗nch6ng

Chayua nchOngyu矗n

Dachon9

Lu6bochanO

Jt ngt6uchong

HlJangzhdchong

Maozhfiwo

Jinpanltn9

Ditshanw邑i

及含义

得名，1961年

得名。

以姓氏得名。

因村边田洞在河流的上游而得名。

村后有一较大山头而得名。

村前小河形象泮池而得名。清雍正年间曾设兵

营，叫泮水营。习惯称泮水。

村边坡地高低起伏，形似波浪而得名。

村居茶源冲的外面田洞而得名。

村居冲漕有一石岩而得名。

此地形象观音而得名。

村前河边水田曾种过芋头，得名“芋流一。后雅

化为‘‘玉流’’。

传说赖姓曾在此坪放养马驴，得名。马驴坪”。

为书写方便．改“驴弦为。六黟。

朱姓在此历居七代，因姓得名。

村居此冲，因茶树多而得名。

建居此冲的源头而得名。

建居大冲，以冲得名。

村旁盖有小厂，因种过萝卜而得名。

冲头有一井，以井得名。

村居山冲，以黄竹多而得名。

建居山窝，因四旁毛竹多而得名。

建居山岭，因山形象金盘而得名。

在大山尾部建居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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