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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歙县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所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按《安徽省县(市)地名录编

辑提纲》的要求编纂而成的。它经政府审定，具有法定的性质。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歙县的地

名时．皆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二、《歙县地名录》文字概况中所述人口数，户数，为一九八一年调查数字(全县入口

数为一九八二年人F-i普查数字)，其它有关数字除注明者外，近期者为一九八O年年报数，前

期者来源不一，仅供参考。所述两地里程为直线距离。

三、《歙县地名录》所集区、乡地名图，以五万分之一航测地形图为底，凡地名录中收

录的各类地名，在图上一般都有标注。只有在村庄特别稠密的地区、全部地名的标汪有困难

时，才在图上省去相对较小的村庄的名称。地名图上的区划界线有些地段未经实地勘察，不能

作为划界的依据。

四，《歙县地名录》所收录的名胜古迹，一般皆为省，县两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省

级保护单位编了文字概况。凡古住宅的专称，其姓名皆系解放后该住宅的业主。歙县的文物

古迹事实上远不止于上述两种，它的全面资料有待有关部门作专门的调查整理。

五，《歙县地名录》所述历史名人，仅仅是其故里已明确可考者。其实歙县历史名人在

典籍资料中列有姓名者当倍于此数。

六、参加歙县地名普查的人员，有一九八一年夏各区，乡的秘书，文化站工作人员和部

分教师，县地名普查办公室人员孙华堂，方金生、程叔瑜、邵国榔，傅洪舫，张月松、张关

麒，金晓树。一九八二年转入资料整理并进行地名录的编纂工作，参加人员为潘春波，程叔

瑜、邵国榔、姚彬、姚存山。

七、《歙县地名录》的编纂，曾得到县民政局，县教育局、县文化局，县档案局，县博

物馆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安徽省文联主席赖少其同志为本地名录题名，在此一并表示

深切的谢意。

八、由于编纂人员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地名录在内容，编排，文字等方面，都会有

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批评指正。



歙县概况

歙县位于安徽省南部，东南临浙江省临安县，淳安县，西南接本省黟县、休宁县和屯溪

市，北靠黄山市，绩溪县。总面积约2634平方公里。辖10个区、6个镇、60个乡、494个行政

村，2516个自然村，7个居委会。全县133152户，567074人。除汉族外，还有蒙古族、苗族、

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水族等132人。

歙县历史悠久。据许承尧总纂((歙县志：》，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后即设歙县，辖区包括今徽

州歙，休，绩，屯和浙江淳安、遂安等地，属会稽郡。因“山水翕聚黟得名。汉武帝元狩二

年(前121年)置丹阳郡，歙为第十六县。公元208年，东吴分歙为五县，即始新(今淳安)，

新定(原遂安)、黎阳(今屯溪附近)，休阳(今休宁)，歙，连同黟县，设新都郡(晋太

康元年改称新安郡。隋初置歙州，辖休、歙、黟三县)o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析歙

且华阳镇置绩溪县。隋末歙人汪华起义据州，将州治移置歙县乌聊山(现徽城镇)，此后歙

县一直是州治，府治所在地，是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49年49，歙县解放，成

立歙县人民政府。

歙县地处皖南山区，平均海拔4oo米左右。境内山峦起伏，溪河纵横。西北部属黄山山

脉，最高峰上阳尖海拔1402．3米。东北部属天目山脉，最高峰清凉峰海拔1787米。南部属白

际山脉，最高峰啸天龙海拔1396米。中部芜屯公路沿线为狭长盆地。山区，半山区约占全县

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河流属钱塘江水系。发源于黄山山脉的河流，主要有丰乐河、富资水、布

射水，顺地势自北向南，在县城西关与来自绩溪的扬之水汇合而为练江。源于率山和黄山西

部的新安江由屯溪市朝东北向流入本县，沿途汇集桂溪，濂溪和贤源水，在浦口与练江合流，

然后继续东行，沿途汇入东北来的棉溪，昌源，大洲源，太平源，西来的小洲源，街源诸水，

在街口流入浙江淳安县境。

歙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湿润多雨，冬季不甚寒冷。年最高气温40．8℃，最低

气温一12．7℃，七月平均气温28℃，一月平均气温3．8℃，年平均气温16．4℃。年平均降水

量1498．1毫米。全年无霜期226天。五、六月多洪水，八，九月易干旱。

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森林复盖率为40．3％。木材蓄积量265万立方米，可伐量8．6万

立方米。用材林有松、杉、樟、栎，檫、木荷、毛竹等。经济林有油桐，油茶，乌桕，山苍

籽，漆，枣，板栗，山核桃，香榧等。果木林有枇杷、雪梨、花红、桃、杏，李等。上丰雪

梨、“三潭劳枇杷，金丝琥珀蜜枣，都是远近闻名的特产。

本县还有多种珍贵的野生动植物。野生动物如蝾螈，虎纹蛙、苏门羚，毛冠鹿，香狸、

麝鬣羚，金丝猴、八音鸟等I珍稀植物有香果树，鹅掌楸、银雀树、华东黄杉，南方铁杉、

银杏等，还有黄连，厚朴等多种药材。这些珍贵的动植物主要分布在黄山和清凉峰自然保护

区一带。

矿产资源也较为丰富，现已探明的有：烟煤，石煤、石灰石、铬、磷，镁，钙、钨，铜
等。

农业以林、茶为主，多种经营。目前有耕地约三十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

小麦、玉米，油料作物主要是油菜籽，其次是六月黄豆、芝麻等。1981年粮食产量为199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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