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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地名录》系凤凰县第一部地名工具书，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

地名普查工作文件精神编纂而成的，也是凤凰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对地名普查

工作的具体领导，以及普查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工作成果。它对于帮助指导人们对凤凰

县的历史概况，自然地理位置，各个时期的沿革．行政区划的变迁、自然村(镇)的形

成，解放三十二年来凤凰县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项事业的成’

就和本县的各种特产以及各民族地域之间的风土人情等的了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很多地名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建国以来，由于’，

科学技术的发达，。生产建设的发展，行政区划的多次划分和新地域的开辟，产生了一系。

列的新地名。同时，。历史的曲折，在各个不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某个时期为了迎合当

时的历史气候，曾产生了胡改乱命地名之风，致使造成了大量地名的雷同，名实不符，“

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传遗漏的混乱局面。给生产建设，国防建设，交通邮电的往来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

。

一九／k--"年五月，凤凰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

会有关地名普查工作的文件精神，组织了专门班子，历时八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县所有

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核实，对每个地名的概况，名称来历及其含义更替都做到了

细致的了解，’并统二了我县苗族语言在汉字上的应用，做到了统一化，规范化，标准化。

成功地编辑出版了这本((凤凰县地名录》。

，在这次普查的过程中，采取了领导，群众，专业人员相结合的办法，外业普查与内

业整理兼顾，深入基层，有重点按步骤地进行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认真调查研

究，达到了名实相符，图，表，卡，文一致。

0普查的基础，以l=50000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图上原有名称，全面普查，做到不漏

不放，逐个核实。图上没有的，也有重点地收入地名录。各地名的概况，名称来历，含义及

其更替的文字来源，对照湖南省志、凤凰厅志、以及典籍资料和认真听取了民间传说中对

地名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逐名核对，逐字审定，力求资料的可靠性。同时我们抱着地名普

查的宗旨，不解决县，社、队之间的界河、界山和行政区划之间地理实体的归属问题。

5《凤凰县地名录》分为五大类，即。行政区戈!l、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

物l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在本地名录编纂之前，五大类别已经全都表

列化，分别填入卡片、地名成果表上报。通过普查后，对所得资料进行了全面归纳整理，

属行政区则、自然村的地名有1326条，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有56条，人工建筑物的150条，

企事业单位的92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的8条。共填写了各类重要地名卡片995张。

并且，经过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全县更名的公社有5个，更名的大队有26个。对照
‘

，
·

、

’

、 ．

·l·

厂一㈡∥一

，

●{

、，

、

，

，

，

k，

_．。．

，，!

‘_一、，，、'．‘

。

“。，

，．卜，-I。：．．，

．．，；：．0；专漕_．也壤x文|'i，；≈≥≈．。．|-；。●j：

：

}}|‘r‘卜l■■●■■●，t-I}，●，-

l
r|上

卜，

，岳量舻蕊强



方位l县以省，州境定方位，区。社以县境定方位。计量单位。面积以平方公里计算，

折合亩积。距离以公里为准，县社之间的里程，以公路里程计远，有的也附有小路步行

捷径说明。引用数据，按1980年底数为准，粮食最高年产则采用最高年产年代·基本数

用绝对数，一般数字用概数，基础数字和发展数字注以百分比。名称来历及其含义，有．

文字记载的加以肯定，民间流传的则以大多数传说的保留。 ．：

．《凤凰县地名录)》编排形式，采取统一的装帧16开精本。为使在民间有实用价值，不

排进地理座标经纬度，而附以地名概况、名称来历、含义及其更替，注以地名的汉语拼音。j

书首扉页配以汉时壁画的凤凰鸟图案，以示凤凰县名特色。其后插凤凰县城有代表性的

风景照片两幅，然后按图文秩序排列。书尾部分有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对照表和公社。

大队名称按笔划顺序的笔划索引查字表并编后记． 。．。．

，：为对此书负责，书尾部分还附有凤凰县地名委员会人员名单及风凰县地名委员会编．
纂人员名单，并注明各自分工，以备后人查考。 ．：． ．‘，7’

(<风凰县地名录努共268版面，．约50万字。，，
。

．’本地名录能够编辑出版，是在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曾得到各战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l、 ．．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编辑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普查、编辑的时间短，加之编。

辑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地名录当中的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敬请读者。专家学者们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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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概况⋯⋯⋯⋯”：：·：⋯⋯“：⋯⋯⋯··：··：⋯·：··：·：·：：⋯⋯⋯⋯⋯⋯⋯⋯一⋯⋯⋯(1)

行政区划、自然村
。 _ ‘⋯’

。

’

沱江镇地名图 ，
一

‘

沱江镇概况地名⋯·：⋯⋯⋯⋯⋯·：··：··：⋯⋯·?⋯”：··：⋯：：⋯⋯⋯⋯⋯⋯⋯·(5)

阿拉区概况⋯：：⋯⋯·：⋯·：·：：⋯⋯⋯··：⋯⋯··：⋯⋯⋯一⋯⋯⋯⋯⋯⋯⋯⋯⋯⋯⋯⋯(11)

阿拉，落潮井，黄合公社地名图 一+1
一一⋯

·⋯ ·

阿拉公社，阿拉营集镇概况地名⋯⋯⋯、⋯⋯⋯⋯⋯⋯一⋯⋯⋯··‘：⋯⋯⋯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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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山，七良桥公社地名图。 一．
一

甫华山公社概况地名：_⋯··’⋯：：·j⋯：·：’：··：⋯⋯j⋯⋯⋯··?·：⋯⋯⋯⋯⋯··：-·：⋯·(49)一

七良桥公社概况地名⋯·：⋯⋯⋯⋯⋯⋯··：⋯⋯⋯⋯⋯⋯⋯··：⋯⋯⋯⋯．．．··：··：·(55)·

桥溪口，木江坪，官庄公社地名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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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公社概况’地名⋯⋯⋯⋯⋯⋯⋯⋯⋯⋯⋯⋯⋯⋯⋯⋯⋯⋯⋯⋯⋯⋯⋯⋯(71)

水打田，杯峰公社地名图’。一。
⋯‘ 一‘ 一‘ 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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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公社概况地名⋯··：⋯⋯⋯⋯⋯⋯⋯⋯⋯．．．“⋯r．．⋯：⋯⋯⋯⋯⋯”l eo 0 e O"(82>

廖家桥，都里公社地名图

廖家桥公社，廖家桥集镇概况地名⋯⋯⋯⋯⋯⋯⋯⋯⋯⋯⋯⋯⋯⋯⋯⋯⋯⋯(87)

都里公社概况地名⋯⋯⋯⋯⋯⋯⋯⋯⋯⋯⋯⋯⋯⋯⋯⋯⋯⋯⋯⋯⋯⋯⋯⋯(95)

吉信区概况⋯⋯⋯⋯⋯⋯⋯⋯⋯⋯⋯⋯⋯⋯⋯⋯⋯⋯⋯⋯⋯⋯⋯⋯⋯⋯⋯⋯⋯⋯(i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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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凰 县 概 况

凤凰县地处湖南省西部边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部。东界泸溪，北邻吉首，

花垣，南靠麻阳，西接贵州省的松桃，铜仁县。 ．。

。全县总面积为1757平方公里，合2605000亩。其中，有水田面积270249亩，旱土80142

i。‘亩，水面35700亩，林业用地1771000亩，荒山荒地447909亩，是一个八山少水一分田的

0+。高寒山区·．
． 全县总户数(截止1980年底)为56400户，总人口为278968人。其中。男142875人，

： 女136093人，有苗族135123人，汉族124544人，土家族18871人，其它散居的瑶族，值

族，藏族，回族，水族等少数民族430人。1980年全年出生5205人，死亡2219人。
‘

凤凰县在西汉、东汉时期为辰阳县地，属武陵郡，西晋时期为镡成县地，属武陵郡，

东晋时期为舞阳县地，属武陵郡l隋朝时改辰阳为辰溪，唐为渭阳及招谕县地，属锦州卢阳

≯。郡，宋为麻阳县地，元设五寨司(宋沱洞、乌引洞、杜望洞、芦获洞、白崖洞)，属思州军

．民安抚司；明设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属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清康熙三年(公

元1664年，为辰沅永靖遭治，(辖府3：直隶州1，直隶厅4，有厅，州、县20)，四

十兰年(公元1704年)由五寨司改为凤凰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升为凤凰直隶厅，

属湖南布政使司，民国二年九月(公元1913年)废厅改为凤凰县。解放后，初属沅陵专
： 区，1952年划属湘西苗族自治区，1957年改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 据《凤凰厅志》记载·鼻凤凰之名因山受。，一在县城以西五十里处有一山，(座落

。在现黄丝桥地方)。其山为群山之中一独立小山，昂首展尾，形状若鸟，人们为取吉祥，

，取名为凤凰山。

·吖． 风凰融这里初设通判时，建署于山上，亦称_凤凰营"。《湖南省志》地理志解释t

’··凤凰营，即凤凰山。在县治西50里一。据光绪凤凰厅志记载l ·凤凰营距镇竿镇(按l

现名沱江镇)六十里．有废城，在坡山西址，建于有唐，为渭阳废县故治黟。又据《凤

凰厅志努《防志记载· _凤凰厅城先建于凤凰营后山，居厅之西南隅，康熙间(按-即

康熙39年，公元1700年)同知黄澍移建镇竿城，’茵改日凤凰厅。凤凰山下有土司旧城，

遗址犹存万·后民国二年废厅改为凤凰县，沿用至今。

凤凰县予1949年11月7日解放，1950年4月21日宣布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并相继成

立区，乡人民政府政权机构和基层农会．工商联合会等组织。1950年至1951年全县划分

为5个区，17个乡。1952年至1956年，划为8个区1个镇，l 4 7个乡，一1956年撤区并乡

全县划分为31冷乡(镇)，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全县为15个人民公社，1961年体

制缩小，全县又划为1个镇，29个人民公社。现在全县共辖1个镇，5个行政区，30个

人民公椒3 3 1个大队，2058个生产队，分布在1322个自然村，镇。



凤凰县处于云贵高原之尾东，南北长70公里，东西宽50公里，西北高，东南低。北‘

部为高山台地，西南部为高山、丘陵。境内地形复杂，多山、少坪、水位低。最高海拔

1117米，最低海拔1 7 O米，一般海拔在300一500米之间，境内大部分是石灰岩风化的砂

质粘性土壤，有红，黄、黑三种．大小山脉纵横交错，高矮度差别较夫。主要山峰有凤

凰山，腊尔山、八公山一九台山，，大斗山、天星山，高扑，南华山，!，八陡山等47座，属

武陵山系，河流有沱江、万溶江，白泥江，龙塘河、鸟巢河等一百多条溪河，其中以沱 ，

江最大，迂折长约50多公里。绝大部分溪河由西部发源，向东分别汇入沱江，万溶江，

自泥江后，经过吉首，麻阳，泸溪县注入长江支流——沅水。 · 。 ．⋯

境内气候基本上属于亚热带湿润性气候，但由于境内地形的差异，县南北地区气候

的差别较大。县北部地区初霜初雪一般要比南部地区早15—20天i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16度，一月平均气温为摄氏4．7度，七月平均气温为摄氏27．2度。曾有过摄氏零下12．2度

的低温和极端最高与温摄氏40．2度的高温。全年日照时数1278．6小时，无霜期272．3天l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364．7毫米，但不大均匀，多集中于4—6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40一 ·

50％，有时候会造成山洪水灾，四月份还会出现冰雹、。倒春寒’’的现象。’全县只有竿 ：·

子坪，三拱桥，廖家桥，水打田，木江坪等公社的少部分地区适宜种双季稻，其他地区 ‘：，

、皆以单季为主· ．～，一 一

凤凰县的农业主要是生产稻谷，其次是红薯、苞谷，大豆等，主要经济作物有苎麻，

棉花，草烟、烤烟，花生、辣椒等。解放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

刀耕火种阶段，粮食亩产不到300斤。更加上封建官僚的压迫，土匪的抢劫、骚扰以及水．

利条件差，自然灾害的威胁，致使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了土乡苗寨，凤凰县的穷山

窝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改造生产条件方面，全县先后修了中型水库一座，小(一)．型水

库22座，小(二)型水库69磨，山塘1645口，河坝1169处，安装了水轮泵和电灌站152，

处，购置了各种抽水机1217台，另外还修建了沱江、桂花、龙塘河、樱桃坳、吉信等61座

发电站，总装机容量7531豇，年发电量为1426．4万度。特别是1974年动工修建的中型水

库一龙塘河水库，总库容达2210万方，已完成了主体工程大坝和南北中三大干渠的配套．
工程，‘于渠长达280公里，可灌溉4个区，11个公社，95个大队，63059亩稻田。由于改

善了水利条件，在正常年景下，农业可获全面收益。与此同时，’发展了农业机械叶金县 ，

现有农用汽车99辆，各种型号的拖拉机224台；，，各种农用动力机械17700台'，农用总动力一

为46412马力。对农业生产和勖业加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并且改革了耕作制度，’_

实行了科学种田。由解放前习惯性的一季作物改为两熟制，有条件的地方还推广了双季

稻。杂交稻等良种如今已在全县各个大队得到了普遍推广，加快丁农业发展的步伐。．自

1970年以来，全县的粮食常年产量就保持在l亿7千万斤左右，最高年产的1979年达到

了2亿零96万斤，分别比解放初期提高T309和509。主要经济作物草烟和苎麻，在解放
。

后也发展得相当快。草烟，本县历史上有种植习惯，+特别是南华山公社勾机坡的草烟一： ．

品质优良，味道醇香，作为叠凤凰草烟"而畅销国内外市场，享有国际声望。’1977年哆．．
．．’

全县种植面积就达近万亩，产量15000担，为外贸出日^换取外汇，起了积极作用。苎麻；．：

1958年士信公社龙滚大队就以试验麻园亩产毒40斤皮席和大面积单产220斤的产星，荣获



国务院周恩来总理颁发的口农监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奖状。其他如牲猪、’礤叶．’‘’
花生，芝麻，水果等产量都比解放初期有大幅度的增长。如牲猪饲养量1980年就达t

177900头，年底存栏123555头，比解放初期增加了3倍。 ‘．． ．一j

凤凰县还是一个多林种，多树种的县。主要树种-用材林有杉、马尾松，柏，香椿，‘．=．

1栎，枫木．白杨，．梧桐、杜仲，樟，梓，楠等。经济林有油茶，油桐，核桃，板栗，生

。黥山苍子，五倍子、茶叶、梨子等。木材是全县的重要出产之一。木材的总蓄积量为51L
万多立方米，每年采伐量可达3万多立方米。金县林业用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67．2％，，

‘森林覆盖率为21．8％。全县现有1个国营林场，1个苗圃，1个林科所，5个木材收购

站，21个杉木林基地，1个楠竹基地，1个生漆基地，310个社队林场。

．凤凰县的工业生产是在解放后发展起来的。解放前县境内只有一些个体劳动者办的：

手工业作坊，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到1980年底，全县已拥有矿产、无线电、机电、化工、

纺织，印刷、民族工艺，建筑、水泥、农机、酿酒、卷烟、制药，食品加工和木器加工等厂(矿)。：：

t同时，还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有重点有计划地发展了一些民族工艺，金银首饰加
· 工及民族服装等。民族丝帕、民族被面还作为每年秋季广交会展销商品之一。

．： 在矿产工业方面，已探明开采的矿产有铅，锌，汞，磷，钾，锰、硫磺，煤，炭质i

j页岩。随着国营厂矿的发展，街道工业和社队企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由予工业的发展，

工业的总产值在逐年增加，1980年就达1300多万元。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带来了城乡市场的活跃，购销两旺。全县30个公社就有21个

墟场，其中较大的有6个，中等墟场13个，较小的鼻露水场"2个(即长宜哨和溪口)o

这些墟场按传统习惯的农历日子插花赶场。较大的墟场人数高达1—2万人，较小的人

数也有5—6百人。较大的墟场贸易额一天可达15—20万元。上市成交的商品有耕牛，

。牲猪，粮食，中小农具及一些其它生活必需品和季节性很强的瓜豆菜秧。由于市场繁荣、

物价合理，．与我县毗邻的三省十六县的人民群众纷纷到我县境内赶场。

交通运输事业在解放后也发展得很快。解放前，县境内没有公路，人民群众的长途运

输是靠唐挑背负，通外县的仅只靠沱江河上0．245吨的小木船运输。自1955年通公路以

来，现在境内有凤(凰)吉(首)，凤(凰)铜(仁)，凤(凰)怀(化)等13条主要公’

路干线，全长5 7 5公里。并且，枝柳铁路通过县境东部的木江坪、竿子坪公社。目前，。

全县有31个公社(镇)，183个大队通了汽车，从而结束了靠脚力运输的局面。

全县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也得到相应的普及提高和发展。现有县直中学6所”

普通中学28所，小学455所，幼儿园2所。有教职员工1988人，在校学生53479人，幼儿

园儿童4t0"6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95％以上：教师和学生比解放初期分别增长了4倍

和5倍◆ ‘!． 7． 一 ⋯
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在解放后也逐年地得到丰富与活跃。县里除了有剧团，电影院，．

’ 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新华书店外，基层有15个公社(镇)成立了文化辅导站，三

分之一的大队有业余剧团。传统的地方戏——阳戏、铘堂戏和苗族的_六月六，，歌会，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赛龙舟，仍为群众喜闻乐见，并且得到继承和发扬。社社都有电

影队和广播扩大站，区设简易电影院，部分大队还办起了图书室。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

卫生防疫站，麻疯防治站。有区医院5所，公社(镇)有卫生院31所，大队医疗站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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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有医务人员591入，病床491张。自1974年以来，’县卫生局，县中医院研翩成功了?专
治疗老年慢性支与管炎的中成药_九木香黟和挖掘出蛇咬伤的草药秘方鼻辣蓼草矽，都j，’

具有相当高的疗效。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解放以来，因病死亡率的人数在逐年下．?：

降，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得到了保障。 ，

： 由于凤凰县历史悠久，古往今来，从事革命斗争的英雄豪杰、名人志士辈出，．境内的-

名胜古迹，纪念地颇多。自明清以来，凤凰就发生过多次的苗民起义，如乾嘉苗民起义’

和。跳仙会修等壮举。城北方向的“复汉流血义士冢静是辛亥革命凤凰起事纪念碑和埋葬!‘

烈士忠骨的地方，城东的天王庙，辛亥革命凤凰起事曾在这里举行万人祝捷大会，并建

立湘西军政公府。1937年2月，凤凰的苗，汉，．土家人民还成立了鼻湘西革命抗日救国 ，

军黟，对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 ‘：
+’

清朝时期曾怒斩披着宗教外衣实为搞间谍活动的法国传教士文乃尔的著名爱国将领：．

田兴恕，北洋军阀时期，极力反对袁世凯复古称帝，准备签订卖国“二十一万条的内阁总

理熊希龄，与柳亚子先生深厚，一九一一年被聘为孙中山大元帅府高级顾问，一九一六V‘

年参加讨袁斗争，充任抚使署顾问和前敌督战官的田星六先生，在讨袁护国斗争中，挺

身而出的原陆军二十旅旅长田应诏；已故的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民委委员，中央军委办

公厅副主任，我军高级指挥员朱早观将军，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著名

学者、留美博士，现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肖继美，都是凤凰县人。在这偏僻古老的山城

县境里，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 。～．．

由此，凤凰的声誉名扬省内外及国内外。国际知名人士、新西兰友人艾黎来凤凰后，

曾情不自禁地说过。_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力

1980年8月，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来凤凰，也高兴地说。 _我到过许多地方，给我印象

最深的却是凤凰。73'、 ：。

同时，由于凤凰县城座落在一个四面青山环抱，风景秀丽幽美的盆地之中，傍山依 ，

水，古式的建筑，青石板街道，沱江岸边居户的吊脚楼，轻盈，柔美、线条多变，古色

古香，风景别致，给人以心旷神怡的亲切感。早在清朝时期，凤凰就有。八大景，，的誉

称t即东岭迎晖、南华叠翠，龙潭渔火，山寺晨钟，奇峰挺秀、溪桥夜月、兰径樵歌，

梵阁回涛等，仍不失当年的景色。如平地兀立的奇峰挺秀独峰，自西向东逶迤而来的‘

。南华叠翠"的南华山峰。奇峰，南华，隔岸相对，给山城增添了不少美色◆于此，曾

吸引了不少游人和书画爱好者，甚至国际友人到这里游览、考察、写生，摄影。城西二

十五公里处还有黄丝桥古城一座，建修于唐朝年间，是渭阳县城遗址，至今城墙完整，．

省内少见．城北二十二公里处有_三潭书院’’一座，建筑于一六六一年。都属州县重点

保护文物。这些具有民族风格的古迹遗物，说明了凤凰县各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富于聪

明智慧和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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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j_：沱。．江“镇．7概。⋯况‘

’沱江镇位于县境的东南部，沱江河中游。全镇总面积约为6平方公堕，合8956亩二其．

中有水田234亩，旱地323亩，林业用地1243亩，其它面积为7156亩。’全镇辖4个居委会

和一个蔬菜大队(11个生产队)。总人13(包括县直机关)共34'50户，15047人二“‘’。

沱江镇是凤凰县人民政府，沱江镇人民政府及县直党，政，财，文大小60多个机关

企事业单位驻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沱江镇原名镇竿镇，系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同知黄澍移建，并改沅州总兵

为镇竿总兵官驻此。据《凤凰厅志》记载t 。案苗防备览镇华东北有坪日竿子，西北有

所目镇溪，故统目镇竿。黟1942年以沱江河命名为沱江镇。解放后，1958年成立人民公

社时，撤镇为沱江人民公社，1961年又恢复为沱江镇，此名沿用至今。

沱江镇的气候温和，最高气温摄氏40．2度，最低气温摄氏零下12．2度，年平均气温

为摄氏16．1度·雨量充沛，历年来平均降雨量为1364．7毫米，无霜期272．3夫。镇内的土

壤绝大部分系砂质土壤，土层深厚肥沃。

沱江镇以经营蔬菜和从事街道企业为主。1个蔬菜大队全年的蔬菜上市量约为2 1 0

万斤，供应城镇15000多人口和附近的矿区、工区，年产值约为20万元口镇办街遭企业有

16个，有水电站、自来水站、农机修配，缝纫，纺织．卷烟，饮食服务等项目，年产值

约为64万元。

解放前，沱江镇是个偏僻的古城，交通十分不便。1955年镇内通了公路，并设立了

汽车站。现在，镇通往外地的公路就有。凤凰至铜仁，凤凰至吉首，凤凰至怀化，凤凰

至茶田，凤凰至山江、凤凰至腊尔山、凤凰至水田，凤凰至木江坪，凤凰至茨岩，凤凰至，

林峰等10条公路干线，早去可以暮归，商旅行人于此，堪称方便。并且，近年来在镇内

的沱江河上新修了两座大桥，外加古式虹桥一座，对沱江河两岸的交通，带来了不少的

方便。 ‘

t 沱江镇系一个小小的古城，座卧在四面青山环抱j风景秀丽的盆地之中·如今，古

时的建筑，青石板的街道仍然犹存，古色古香，风景别致。早在清朝年问，凤凰就有·八

景’’之称，都在镇内辖地。即·东岭迎晖、南华叠翠，山寺晨钟，龙潭渔火，奇峰挺秀，

兰径樵歌，梵阁回涛，溪桥夜月。传说中，明朝皇帝朱元璋巡游至此，被山城景色所陶

醉，但感到美中不足缺少一独峰，于是珠笔一点，山石开裂，沱江河水改遭，平地兀起

一座奇峰，后来山上建寺，名日奇峰寺·目前，镇内有大小街道，巷，弄28条·主要街
道4条。新建街，东正街，大众街．南华路。

由于沱江镇风景秀丽，幽美迷人，加之人才辈出，．因此它作为凤凰的一个小小的古

城，曾名扬省内外，国内外。由此，曾吸引了不少的游人和书画爱好者，甚至国际友人到．

这里考察、写生、摄影。清朝时期的爱国将领田兴恕，北洋军阀时期的内阁总理熊希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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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掣- ≯ ；

，摹参孙中山大元帅府高级顾同，土家族诗人田星六I国家民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苗
，奂睾委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将军，以及现代的著名作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都索
：沱江镇人· !
：

名胜古迹，纪念地，现遗留的东门城楼、北门城楼，供祭孔子的文庙大成殿，万寿

宫，城隍庙，虹桥，以及在镇西北方向雷烧坡山腰处的_复汉流血义士冢"等都系州县‘
保护文物。 1；

文教卫生方面·镇有文化站1个，配备专职辅导员2人，业余剧团3个，设有简易2

尉场j有文昌阁小学、箭道坪小学，沱田小学3所，有城郊中学，，县直一．二中在镇境
内，在职教师216入，在校学生2429人。镇有医院l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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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县参enih0X南’。文ia二’
。·位于湖南省西部、自治州南部。

东界泸溪，北邻吉首、南靠麻阳、西

接贵州松桃，辖30个公社，一个镇，

’。全县共有56400户，278968人，总面积

：1757平方公里，耕地350391亩。以农为

，7：主，‘农工结合。：+：

， ．据《凤凰厅志》记载。 哆凤凰之

j名因山受。一县治西50里处，有一凤

凰山，凤凰县由此山而得名。凤凰县

-在西汉、东汉时为辰阳县地，属武陵

郡。西晋时期为镡成县地，属武陵郡。

东晋时为午阳县地鼻隋朝时改辰阳为

：辰溪。唐为渭阳及招渝县地。宋为麻

j阳县地。元设五寨长官司，属思州军

：民安抚司。明设五寨长官司，竿子坪

长官司，属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清

康熙四十三年，由五寨司改凤凰厅。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改凤凰直隶

厅，属湖南布政使司。民国二年(公

‘．、：：元1913年)废厅，改为凤凰县。

沱江镇TuOji：,．ng zhen

地处县境东南部。分别与南华山，

七良桥两公社接界，辖4个居委会、1

个蔬菜大队，全镇3450户，15047人，

总面积6平方公里，县委，’县人大常

^委，县人民政府等60多个单位均设在

小镇内，：是全县人民政治i经济。．文化
的中心。

，一L j—z。j原名镇竿镇，系镇溪与竿子的合

二}。称，．清康熙39年(公元1700年)周知

黄澍移建镇城于此，1942年以沱江河

命名为沱江镇，解放后，1958年撤镇

’j'为沱江人民公社，1961年又恢复原名
’， 为沱江镇。

正街居委会．zhengji邑Jaw邑ihui

位于沱江镇红星街境内，323户，

o：活i’7ssX．1i956年以居委会所在地——正

街命名．．1959年改为1分社，1992年

恢复原名。1966年改为红星居委会，

1981年恢复原名正街居委会。 ’■

兴隆居委会．XInglong Jaweihut

d一 位于沱江镇岩脑坡境内,408户。

1202人，1956年以所在街一兴隆街：
命名；1959年改为2分社，7 1962年恢

复原名。1966年改为兴无居委会，

1981年又恢复原名兴隆居委会。

大街居委会Dajie Jaweihut
’7

、 位于沱江镇虹桥街境内，420户，i。

一11 17人。1956年为大街居委会，1959

年改为3分社，1962年恢复原名。

1966年改为东风居委会，1981年恢复

原名大街居委会。以所在街道命名。

北门居蚕会B吾imen Jaw爸ihul

．位于沱江镇北边街境内，232户●：

816人。1962年前属正街居委会，1963

年从正街分出，以会址驻地北边街命

名为北门居委会，1966年改红旗居委

会，1981年恢复原名北门居委会。

蔬菜大队ShQcAi DaduI ．-“’

位于沱江镇境内，共有11个生产

队，除一个生产队独居城外，其余杂

居城内，全大队3 1 5户，1150人a：耕

地面积共5 6 3亩。

1963年建队，以种植经营蔬菜为

主，命名为蔬菜大队。

苗寨上(区片)MiaozhetishAng ·”：，i：

位于虹桥街旁，共58户，180人，

其中农业人口33户，112人，非农业人

口25户，68人。为农民、菜农、居民

杂居之地。 o

因大部分是苗族居住于此而褐：
^

名。

沙湾．(区片)Shltwan

位于沱江镇大街居委会境内，共

有140户，379人，居民108户’l 251人；．；



一
·一菜农13户，’47人，农业人口19户，8l

人．设有城郊粮管站，位于八阁楼山

下。

因在沱江河一个急湾处，洪水过

后，泥沙积成，故名沙湾。

南门坨(区片)Nanm6ntu6

位于沱江镇南门内古城边．菇有

居民26户，163人。

因是一个低平的坨湾，故名南门

坨。

西门坡(Ez片)XImenpO，

位于沱江镇正街居委会境内，共

48户，113人．有文化馆、体育馆、法

院，检察院、公安局等单位和人民广
场。

此区片居于西门坡，故名。

白苹蛉(区片)Baiy矗ngllng

-．．位于县城西南部，共34户，117人。

，地处镇西郊边，传说这座山岭上，

，经常有仙人喂养的一群白羊在此吃草

而得名。
。

团鱼脑(居民点)Tuanynnao

位于城西郊外，属新建居民点，

共21户，102人，另有菜农3户，11

人。

此地原系一小山，传说山下小溪

边，有一岩石，形如团鱼头，俗称团

鱼脑。

蓉叶坡(居民点)Ch&yepO。

位于城南冷风坳山脚下，住有22

户居民，8户农民。
．⋯ 过去是一座茶山，后建居民点，

以山得名茶叶坡。

金采园．Jlnjiayultn

，位于县城北部的蔬菜大队境内。

系蔬菜园圃，原是金姓人家居

住，故名金家园。

象■予Xiangbiz．1

÷

位于沱江镇蔬菜大队境内。
1

2此村形状长而窄，宛如大象鼻子，

故而得名。 7．

东正街Dong ZhenOjie

位于虹桥至人民广场一段，-长470

米，宽3米，共有127户，387人，在

本街范围内有中共县委、县人大常委、

县人民政府、财税局、中共沱江镇委，

沱江镇人民政府，社队企业局，地质

队，体校等单位。

因是城内主街，直通东门，故名

东正街。

十字街Shizhl lie

位于东正街至新建街一段，共长

275米，宽3．2米。有42户，96人。街

内有供销社，建筑材料公司、县中医

院，沱江镇卫生院等单位。 ：

因此街与东芷街交叉成十字形，

故名十字街。

城阻巷Chenghubng Xi2tng

位于东正街至南边街一段，长135

米，宽2．5米，因巷内有城隍庙，故名

城隍巷。，

红星街H6ngx zng Jie

位于东正街至十字街一段，全长

140米，宽2．8米。系居民，工人、千部

家属住地，共50户，104人，有中国人

民银行凤凰县支行、贸易公司仓库在

此。

原名中营街，1966年，为表达人

民热爱共产党心向红五星的深厚感

情，改名红星街。
’

壬家弄(巷)Wangji分Long／
。

位于文星街至阳戏剧团一段，长

150米，宽2米。、

因王姓人家居住的弄子，故名。4

史索异(巷)Shlji五．LOng

位于东正街至北边街一段·长80



米，宽1．5米。

因史姓人家居住的弄子，故名。

臭家弄(巷)Waiia Long

位于北边街至东正街一段。长58

米，宽1．5米。

因吴姓人家居住的弄子，故名。

岩脑玻(街)Yannaopo

位于新建街至建筑公司一段。长

550米，宽3．5米。此街包括l王家弄、

聂家弄、亭子坪、洞井坎等弄子，县人

民医院、文吕阔小学、南华山公社，防

疫站、建筑公司等单位均在本街内，

其他均为居民。农民和蔬菜队18户．

55人。

因过去是一座石山，后开成街，

故名岩脑坡。

大众街Dlazong Jie，

位于团结街至建筑公司一段·长

500米，宽20米．全街有8户，23入。

街内除住一些居民外，交通局，轻工

业局、建筑公司等单位居住于本街。

这条街由三官阁、小溪坑合并扩

建而成，因此地原系大众大队管辖，

故名大众街。

必隆街XIn916n9 Jie．

。：’ 位于新建街至三官阁一段。长320

米、宽4．5米，本街全是居民，共57

产，192人。

因为这条街过去住的人多，故名

兴隆街。

团结街Tuanjie Jie
．

位予团结桥至五金厂一段。长225

． 米．宽3米，全是居民和干部居住，

共67户，158人。

解放后由楠木坪，小河坝两小地

名扩建而成本街，街头有一座石桥，

名团结桥，故名。

新建街Xlnjian Jie

位予农科所至烟厂一段。全长

1555米，宽12米，这条街系铜(仁)

风(凰)公路，内包括原大街，东门

井，太平桥，池塘坪等5个小地名。

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如百货，贸易

公司、粮店，新华书店，邮电局等单

位，为全县的商业中心。 ?

1956年铜(仁)凤(凰)公路建

成，公路两边修了很多商店，变成了

一条长街，因为是新建起来的街道，

故名新建街。 rj‘

洞井坎(巷)DSngjlngkan

位予岩脑坡至观景山脚，长152．

米，宽1．5米。

这条小巷居住很多居民，因是一

条高坎向上，内有一井，水从洞中来，

故名洞井坎。

北边街Bei Bianjie

’(曾用名。老菜街) f

位于东门城楼至文星街口。长480

米，宽4．5米，位于城北，为居民住

地，全街共85户，231人·

因此街位于县城北边，故面得名。

红嵌街H6ngqi Jie “．

位于城北以西，为居民住地·长

151米，宽4米，全街20户，57人。有

凤凰一中，箭遭坪／j、学在此·

原名登赢街，1966年为表达人民

对共产党的热爱，突出政治，故改名

红旗街。

文星街W邑nxlng Jie

(曾用名，．大弄子)

位予城北以西，包括王家弄．旱

阳巷。为居民住地，长250米，宽4

米，有29户，74人。

因靠近旧文庙魁星阁得名。

早阳巷ZaoyAng Xian9

位于文星街至文化馆一段。长1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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