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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亩

遵照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精神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查工作的

部署，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从1981

年6月起，以1972年版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组织专业队伍，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全体地名普查人员深入实地、走访群众、调查研究、查阅有

关资料，经过艰苦的外业核调和细致的内业整理，至1]1983年3月，完成了图、文、

表，卡四项成果资料，并经省、地级主管部门验收鉴定评为优良级。在此基础

上，我们根据省地名办公室“编志大纲’’的要求，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编辑

出版《铅山县地名志》。这是一部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今后使用铅山县地名均

应以本志收录的标准地名为准。

这部《地名志》的编辑出版，不仅对巩固地名普查的成果，实现全县地名标

准化、规范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开创地名工作的新局面，更好地促进我县的经

济、文化、教育、科研、旅游等事业的发展将会起重要的作用。

《铅山县地名志》收录了全县各类地名现行的标准名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

行政归属、地形特征、名称来历、含义和沿革；与地名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民俗等特征。本志共收录全县各类标准地名共2，934条。其中行政区划

单位和自然村名称2，239条；行政企事业单位1 43条，人工建筑6条；自然实体444

条；纪念地，名胜古迹、游览胜地37条。编入县、镇、公社(场)概况等各类文

字材料35份，绘制县、镇、公社(场)等地名图28幅，有关照片50幅。地名图是

∥



2 前 言

根据总参1·5万地形图绘制的。未经实地勘测，不作划界的依据。

县、公社、镇、大队级的人口数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为依据。
，

f

全志约60万字。卷首部分有前言、县行政区划图、县古地图、县概况、县历

史沿革一览表、县行政区划变动一览表；中间部分为各人民公社、镇、县属场地

名图，概况，地名，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革命纪念地和

名胜古迹等名称；卷尾部分包括附录、地名汉字首字笔画顺序索引及地名汉语拼

音索引，废地名一览表，编后记。按县、公社地名图从北到南，自西到东的顺序

编排。大队、自然村(片村)以公社为单位编排。公社(镇、场)所在地的大队

和公社、大队驻地分别排在同类词目之首，其他地名分类集中编排。。

本志以1981年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仍按原行政区划编写。1984年下半年全

县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为便于查阅，附录中附有对照表。 ，

由于编辑《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求高，涉及面广，加之我们缺乏经

验，业务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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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 山 县 概 况

铅山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东、北界上饶县，西接弋阳、贵溪县，南邻福建崇安、光泽

县，北毗横峰县。面积2，192平方公里(含武夷山垦殖场)。辖2镇、8场、2所、20个公社、

205个大队，1，831个自然村，67；646户，338，949人(非农业人口59，091人)，以汉族为

主，有聚居在西南山区的畲民1，299人，散居于各集镇的回、蒙、藏、壮、满、黎等少数民

族67人。畲乡人民聚居点，设立了乡一级政权。县人民政府驻河口镇，西距南昌市248公里，

东距上饶市40公里。

铅山以产铅得名。春秋属越，战国属闽越。秦属闽中郡和余汗县地。汉昭帝时(公元前

86—74年)，分属豫章郡和会稽郡冶县。三国吴属上饶、建安、昭武(晋改邵武)县地。唐

设铅场，置永平镇，隶于弋阳县。五代南唐异元四年(公元940年)，划弋阳原属抚、建二州

之两乡，上饶的清流、布政、崇义三乡，以扩大铅场。保大十一年(公元9 5 3年)又划弋阳

的仁义和建州的旌、孝二乡，扩铅场为县，名铅山，治永平，隶于信州。宋开宝八年(公元

975年)升县为州，直隶京师。不久复为县，仍隶信州。元元贞元年(1295年)又升为州，

名铅州(一名永平州)，增划弋阳的新政、善政，上饶的乾元、永乐乡，以扩大州域，隶浙

江江东建康道。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为县，隶于广信府，属江西行中书省。乾元、永

乐二乡划还上饶。清仍明制。1914年隶豫章道。1926年起，隶第六行政区。1949年5月5日

全县解放，隶上饶地区专员公署。同年9月县人民政府由永平迁河口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一部分。1930年12月在铅横边境的大山底

刘家成立了铅山县苏维埃政府(1931年1月迁石垄)。英将、轸源、鲤鱼洲与上饶县的毛楼、

禹溪等地成立上铅县苏区。信江北岸分属横峰和上饶县苏区。当时在全县约602的地区内建

立了红色政权。

地势南高北低。武夷山脉沿境南以山脊为界，南接福建，主峰黄岗山是境内的最高点，

海拔2，157．7米，有“华东屋脊"之称。武夷山四条支脉逶迤北下，形成三种地貌：南部

(上港——港东——石塘以南)为中低山区(占总面积的52．4％)，海拔500——2，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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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峰黄岗山外，独竖尖海拔2，085．5米。区内山高谷深，侵蚀切割强烈，河谷呈V形；中

部(上港——石塘以北，汪二——新安——江村以南)的低山丘陵区(占总面积28．7％)，

海拔100一500米，葛仙山最高海拔1，096．5米，属剥蚀地形。河谷呈V—U形，北部(汪二

——新安——江村以北)低丘，河谷平原(占总面积的18．9％)，海拔约l 0 O米左右，河谷

为U形。

源出武夷山北坡的三条信江支流(陈坊河、杨村河、铅山河)分别穿越县境的西部、中

部和东部，向北汇入信江。信江蜿蜒于境北，自古埠入境西流入弋阳县境，境内长40公里。

两岸是县内最低点，海拔30——50米。境内可开发利用的地表水资源约14．3万千瓦(可发电

6亿度)，现仅利用其5％(装机容量7，445千瓦)。可供开发利用的地下资源约为3，650万

立方米。

气候属中亚热带温湿型。七月均温29．4℃。一月均温5．7℃。年均温17．9℃。极值气温：最

低一8．5℃(1973年12月26日)；最高40．1℃(1967年8月28日)。南部山区比中部低2．7℃

左右，≥5℃的积温近6，130℃，≥10℃的积温5，518℃；无霜期256天左右(3月上句至11

月中旬)；南部山区无霜期比北部短半个月左右，日照1，950小时；年降水量约1，730毫米，

4—6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48形；常年多东风，平均风速2．1米／秒。1977年4月24日的台风

达12级，永平，鹅湖、石溪一带，吹塌房屋171栋；5—6月间溪水两岸常受水害，1955年

信江洪水超过警戒线2．58米，淹没农田3．6万亩，村庄100多处；秋季常出现旱情，1960年伏、

秋连旱106天，成灾面积近4万亩。

境内山地约240万亩，连绵峰谷中森林茂密，竹木参天。其中有林地约150万亩，疏林、

灌木林、幼林25万亩。在有林地中，用材林78万亩，活立木蓄积量约400万立方米，多为

杉、松、阔叶树，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竹林34．7万亩，毛竹蓄积量2，640万根，经济林22

万亩，以油茶为主，多分布在中部丘陵。稀有珍贵树种有华东铁杉、黄檀、黄杨木、光皮桦、

台湾松、鹅掌楸等；野生植物有山苍子、龙须草及多种药用植物；还有獭、狐，野猪、熊、

猕猴、羚羊、岩羊、云豹和红嘴相思鸟、黄腹角雉、蕲蛇、石蛉(蛙类)等野生动物。

经济以农业为主。建国以来，建成水利、水电工程3，176座，使全县34万亩耕地(水田

31万亩)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到25．2)／亩(是建国前的4倍)，早涝保收面积达23Z亩。沿河

耕地多为冲积形成的水稻土。山区农田多属沙壤，耕作层薄，并有较多的冷水、锈水、深脚

田。山地多为黄壤、黄红壤、黄棕壤和红壤土质。1982年农业总产值为8，256万元，占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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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的79．2％。有耕地34万亩(水田31万亩)，占总面积的9．6％，农作物以粮食为主。

1982年粮食总产达30，070万斤，水稻亩产由1949年的300斤左右提高到1982年的970斤(递增

3．2倍)，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亿斤。油料作物以油菜籽、油茶为主，花生、芝麻次之。水

果以柑桔、梨、桃为主，并产甘蔗、西瓜、洋葱、茶叶。1982年全县茶园面积达24，125亩，

年产茶叶568，200斤。

渔业以养殖草、鲢、鳙等淡水鱼为主，1950年成立了县渔种场，并繁育武昌团头鲂、尼

罗罗非鱼等优良品种，促进了渔业的发展。1982年鲜鱼总产15，800担。

畜牧业以耕牛、生猪饲养为主。1982年有耕牛17，969头。年末生猪存栏数69，067头，交

售国家肥猪31，393头，当年出栏肥猪64，722头。

地下资源相当丰富。有铜、银、铁、煤、铅、锌、硫磺、石灰石、高岭土、铝矾土、瓷

土以及黑云母花岗岩、正长花岗岩和石英花岗岩等。现已开采的有铜、煤、硫磺、石灰石；

可开采的有金、银、铁、钾、铅锌、大理石、花岗岩。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永平铜矿，

储量大，品位高，已经探明铜储量约150万吨，硫储量2，500万吨，是一个大型铜综合矿。国

家投资4亿1千多万元，建设规模为月采选矿石l万吨。永平铜矿投产后，年总产值约1．5亿

元，年产铜金属1．9万吨，硫精矿100万吨，白银12吨多。年利润可达5，000万元，它的建成对

我国铜工业的发展将作出重要贡献。

工业有电力、煤炭、农机、森工、化工、水泥、砖瓦、造纸、印刷、食品、制茶、自来

水、皮革、纺织、服装、竹木加工及出口竹编工艺品等，县、社、镇办工业企业1 6 5个，有

职工25，646人。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2，13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8％。手工业生产历

史悠久，早在元代就生产土纸，陈坊连史纸洁白如玉，以书写绘画永不褪色而著称，远销南

洋等地。竹编工艺制品精湛，早在明末清初就饮誉大江南北。竹器、竹编、绢扇、青丝篮等

竹制工艺品是当地特产，产品达300多种，远销美国、西德、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四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柳木蒸笼素以经久耐用而著称。解放后发展的绢扇和竹编工艺制品造型美

观，巧夺天工，堪称艺术珍品，有“竹艺之乡”之称。

县内交通以公路为主，通车里程5 5 O公里。主要干线有闽赣、鹰(潭)江(村)、铅

(山)横(峰)，铅(山)陈(坊)、永(平)篁(碧)等线，纵横贯通全境。除傍罗公社外，

其他公社及三分之二的大队均通汽车。信江常年可通载重35吨以下的木、机帆船，上至玉山，

下至鄱阳湖。连接浙赣线的永平铜矿至横峰的铁路支线正在兴建。



6 铅山县概况

建国前，全县仅有初级中学2所，乡镇中心小学19所，保学97所，在校学生6，816人(初

中206人)，教职员241人(中学23人)。畲民族教育是个空白点。建国后，全县有地区卫校分

校、县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完全中学6所，初级中学27所，完全小学209所，幼儿园193所，

(包括畲族中学1所、小学11所)有教职323，521人，其中专职教师3，221人(小学教师2，128

人)，在校学生81，046人(中学生13，18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有医院、卫生院、

所49个，医务人员744人，病床411张。畲乡人民也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生病叫爹娘"

的现象。计划生育工作已初见成效，1982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1978年的23‰下降到

10‰。 。

铅山县著名的历史人物有：北宋状元刘辉，沽溪人，南宋名柏陈康伯，新安人，明宰相

费宏，烈桥人，明代耆老陈暄，汪二人，清诗人兼剧作家蒋仕铨，永平人，辛亥革命烈士余

邦宪，河口人；近代动物学家陈桢，铅山人。

县内有较多的名胜古迹，有商周文化遗址7处，以陈家寨曹家墩遗址的面积最大，达

8，000平方米。已发掘的石器、纺轮、网坠和各种几何形印纹陶器和陶片，属古越族文化；江村

窑山是五代和元代的青瓷窑遗址；新安华家窑和汪二盏窑是明代和宋代瓷窑遗址。鹅湖书院

座落在县城东南10公里景色秀丽的鹅湖山麓，是南宋哲学家朱熹讲学之所。吕祖谦曾邀请

朱熹、陆九龄、陆九渊等在鹅湖集会，称为“鹅湖之会"。书院初建于南宋淳裙间(1241—

1251)，后屡遭兵燹，现存建筑物为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重建(内有明、清石刻

碑)。今鹅湖书院及陈家寨鼓楼门(又名虎头f-j)阳源山辛弃疾墓及董家坞蒋仕铨墓均已列

为全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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