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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和省地名委员会有关

地名工洚文件精神编纂而成的，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是建国以来我县第一部

较系统，较完备的地理史料．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又是随着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的．我县这次普查的地名，考其成因，大体分为姓氏，地形，物产，民!再j传说，建筑物，

政治及其它等类别．它是人们用以寻找和识别地物方位及性质的一种代号，与经济建设．国

防建设、社会活动及人民生活患患相关．建国三十三年来，由于体制的变化，行政区别的

多次划分、变更以及生产建设的发展，部分地名逐渐消失，新的地名大量增生，有的地名由

原来的重要位置。降到现在的次要位置；有的地名则巴消亡或日趋消亡．也由于历史的-

政治的种种原因，社会上曾出现乱改地名的现象．因此，地名重名，名地不符，含义不

清，用字不当，讹．错，遗漏等f=l题普遍存在．通过这次地名普查和编纂地名录，对全县

主要地名进行了全面地，系统地调查核实，经过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基本清除了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含义不健康的地名，纠正了乱改的地名，解决了行政区划名称与当

地地名不一致，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用字不当等f．q题，达到了地名普查的主

要目的，为编缉出版我县《地名录》，建立戬县地名档案，提供了基础资料．《桑檀县地

名录》的编缉出版，将有利于丰富文化遗产．有助于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益于国家的经

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国际国内交往．

我县这次地名普查，是以J：5万形圈为基础资料，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普查单位进行

的，以实际地名为依据，对全县生产大队级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 自然地理实体，独立

存在的大型人212建筑物，有方位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著名的革命纪念地，

名胜古迹等名称进行普查的．在对行政区划名称和重大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更替的调查，

考证中，注意搜集和听取民间对有关地名提供的历史资料和传说，充分利用明．清两代修

编的史书地理志．《桑植县志》，《今县释名》等典籍和县档案等资料，同实际调查材料

相互核正审定，从而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地名的连续性，稳定性．经过正字．正

音，正义等规范化，标准化处理，根据国务院国发‘J 9 7 9)3 0 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

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我县有1个镇．8个公社，3 8个大队更名。对照

(1；5万)原地形图，图上增注各类地名1 9 0 5条，删除地名2条，勘误地名9 9 7

条。本地名录收录各类地名总数4 6 2 7条，其中行政区划6 2 0条， 自然村3 J 9 2

条，街巷4条，地片5 2 0条，自然地理实体J 4 5条，大型人工建筑物5 5条，企业事

业单位9 4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7条．地名录中按以上五大部分全部表列化，韭注

明行政区划，自然村地名的来历，含义．表述地名含义时，对有理有据的予以肯定；对历

时久远而又合情合理的民间传说，予以保留；对众说纷云、各具情理的，则收其主要的或

兼收韭蓄；对远古无考而又无传说的，则注明待查。所收地片及其它各类地名，未载来

历，含义．



按照中国地名委员会(8 0)中地字第0 9号文件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统

一体例和。概况”编写提纲，金县撰写了县，区，镇，社行政区划单位概况4 5篇，农，

林．药场及站概况6篇，各类分项概况7，篇，共计5 8篇．在各类项目中，还择其重要的

编写了J 2条缉录简介，配以3 J幅照片和说明．区．镇，社以县城为方位，距离，县、

区，镇，社四至抿界处分别写到同一级别，县界写到县，区界写到区，镇，社界写到公社．

文中使用的各类数据，除注明年代的以外，均用一九八一年年报数字。其中区、镇，社．

大队·生产队数均为绝对数，户数、人口数和少数民族人数均以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数为准；一般数据均为概数．县溉况中所列总面积、总耕地面积，林地和宜林荒山

面积等数，大于区，镇、社．场年报数。文中所载的两地的距离，除入潮溪．西莲，自

石，长潭坪．淋溪河，打鼓泉6个公社按小路里程计算外，均系指县城至各地公路里程．

标注的标准地名图，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直观表现形式，是地名录中的重要部分。

本地名录以区、镇绘制地名图8幅，分装在各区，镇扉页处，供查找地名之用；绘制

1：J 5 0 0 0 0全县行政区划(套色)图一幅，装于卷首，以窥全貌．图中所标境界线，

仅供作经济建设规划时参考，不作各级行政区划单位确定具体界线的依据．

这次地名普查中出现的2 J个方言字．生造字和错别字，为实现地名读音和书写的规

范化，标准化，经甄别处理韭报省、州地名办，已载入本地名录正式使用。今后，凡地名

中出现类似方言用字，应以收录用字为准．本地名录所收录的各类标准地名．未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不得改动．

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缉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文史地理资料欠缺，编缉时问

短，加之业务水平有限，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使用。单位，领导和同志们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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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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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t桑植县更名单位新旧名称对照表⋯⋯⋯⋯⋯⋯⋯⋯⋯⋯⋯⋯⋯⋯⋯2 9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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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 植 县 概 况

晕植县位于东经1 0 9。4 1’至1 1 0。4 6，，北纬2 9。1 7’至2 9。

．4 8，，地处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东界慈利，石门县，南

接大庸、永顺县，西连龙山县，北邻湖北省宣恩县和鹤峰土家族自治县。总面积

3 5 2 6．3 4平方公里，合5 2 8．9 5万亩，其中稻田2 0．7 6万亩，旱地

1 8．5 8万亩，林地I 7 4．5 6万亩，草山1 4 2．8 2万亩，荒山141．57万

亩，溪河水而7．7 1万亩，宅基地5．4 7万亩，·其它1 7．4 8万亩。有

8 2 6 5 5户，3 7 4 9 9 4人，其中少数民族2 6 2 0 0 7人，占总人口的

7 0％。是多民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县，除汉族外，有土家，苗、白，回、蒙古、

壮，侗，瑶、彝，满等十个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4 1 3 5个自然村(寨)。现

辖1个区级镇(5个居民委员会和3个蔬莱大队)、7个区、4 8个公社(5 7 4

个大队，4 4 8．6个生产队)、2个国营农垦场、1个良种繁殖场和1个县办林

场。县人民政府驻澧源镇东正街。距长沙4 5 6公里。距吉首2 3 7公里。

桑植。‘因境内桑树垭地名而得名，古异名九溪。桑植县历史悠久，约在撕石器

时代就已形成氏族，．卜古史籍称作占西南夷地。唐、虞、夏、商属荆州地域。西周

属楚地。春秋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巫郡地。秦朝属黔中郡慈姑县地。西汉高祖

5年(公元前2 0 2年)属武陵郡置充县。东汉属武陵郡充县：三国属天门郡充

县。西晋武帝太康4年·(公元2 8 3年)属天门郡瀵中县，后称临澧县。北周建

德4年(公元5 7 5年)属北衡州崇义县。隋属崇州崇义县隶澧州澧阳郡。唐高

宗瞵德元年(公元6 6 4年)属澧州澧阳郡慈利县地。五代勾土著部落酋长辖

地。宋仍属慈利县域，内半县为土司辖地，外半县置安福寨，寨治今洪家关西。

元贞元年(公元1 2 9 5年)，漤水西及外半县属澧州路柿溪州，大德元年(公

元1 2 9 7年)，内半县褐湖广省新添葛蛮安抚司，分置上桑直(澧水中源北)，

下植直(澧水北源东)两长官司，后改置I二桑植、下桑桑宣抚司，至正末分属羁縻美

坪等1 8峒蛮I澧水中源南属荒溪宣抚司。明洪武2 3年(公元l 8 9 0年)属



岳州府澧州，隶九溪卫守御安福千户所，治所瓦窑岗(今县城)；永乐4年(公

元1 4 0 6年)，外半县置柿溪宣抚司，内半县置桑植宣抚司，荒溪宣抚司改置

为上、下峒两长官司，卧云界南属赤溪长官司(后属茅岗长官司)；明宣宗宦德

4年(公元1 4 2 9年)外半县属岳州府慈利县十四，十五都地，后称十六都

地。清属湖南省澧州直隶州慈利县九溪卫巡司，由安福所督管，外半县隶十五都

地I雍正4年(公元1 7 2 6年)桑植宣抚司改置桑植厅，隶岳州府I雍正7年

(公元1 7 2 9年)属辰沅永靖道永顺府，废安福所，在内半县、外半县地域设

桑植县。乾隆元年(公元1 7 3 9年)划入上，下二峒巡司地及茅岗司地苦竹

河、赤溪，利滴塔等地。民国初，桑植县隶湖南省辰沅道，后隶第八行政督察区。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公元1 9 2 7一一1 9 3 5年)，设立桑植县苏维埃政

府，属于湘鄂西和湘鄂川黔滇根据地中心之一。公元1 9 4 9年1 0月1 0日桑

植县解放，次年3月2 9 13成立桑植县人民政府，隶永顺专署。公元1 9 5 2年3

月改由湘西苗族自治区代管。公元l 9 5 7年1 0月，改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冶

州。公元1 9 5 8年l 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从慈利县划入官地坪，长潭坪，

淋溪河、佳木峪、马合口、人潮溪、西莲、五里溪、竹叶坪，碾子包1 0个乡

后，全县共建立1 8个公社。公元1 9 6 1年对镇、区、社作了调整。调整后的

建制，即今建制。

桑植县属于武陵山区，素称“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方。境内四面环山，山

峦重叠，一般海拔5 0 0一一l 0 0 0米。武陵山脉北系一支延伸全境，棋布主

要山脉4 0多条，林立山峰1 0 9 8 4个，构成湘西北中山低山丘陵。地域东西

相距长1 0 4公里，南北相距5 7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低降，最高点八大公

山的斗蓬山海拔l 8 9 0．4米，最低处柳杨溪海拔1 5 4米。山体大多属于东

北一一西南走向，按北、中、南三个山系自然形成三个丘陵地带。西北中山丘陵地，

山脉从西北向东南延伸，一般海拔5 0 0一一l 0 0 0米以上。西北有西一一东

走向的八大公山，杉木界，天平山，云头山山脉，主峰斗蓬山，西一一南走向的

九龙山，夹石界，燕落界山脉，主峰阳雀岩海拔1 0 5 0米，北一一南走向的云

龙山，郑家界山脉，主峰郑家界海拔-1 2 0 g米。北有北一一南走向的天星山，

四层界、大山界，吴家界．卧云界山脉，主峰牛角尖山海拔1 0 T 4米。历山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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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丘陵起伏。石灰岩广泛分布．不少山体有岩石裸露，土壤以黄壤为主，为木

材、油桐、油茶、药材、早粮手Ⅱ水稻的大宗产区。东北中山丘陵地，山脉为东北一一

西南走向，一般海拔7 0 0米上下。以风车口一一黄莲尖山为山原的排笔山，青

佛山，大山界、草罗大山、平头界、金风界、四望山山脉，主峰排笔山海拔1 5

7 1米。L【j体陡峭，多悬岩削壁，复盖紫色页岩，土壤多为紫色土，为木材，茶

叶，木瓜、烤烟，旱粮主产区。东南低山丘陵地，山脉东一一西走向，一般海拔

5 0 0米上下。主要分布为双龙山、茅花界，袁家界，凉风界，西界山脉，主峰

昆仑峰海拔1 2 5 6米。山丘平衡延伸，多为向斜谷地，紫色沙页岩广泛复盖，

梯田梯地多，属全县主要农作区，冲积坪地面积较大，为水稻主产区。

境内岩溶极为发育，多洞穴，．裂缝和伏流。溪河密布，有大小溪流4 1 0多

条，经冬不冻，水流湍急，富于季节性变化。澧水在县内长2 1 9公里，千流

3 0公里，流域面积3 4 0 0多平方公里，分布有北、中、南三源流。北源(又名

源河)，源出于八大公山的横溪和五遭水公社的甘溪南北两支流，于七眼泉汇流向

南流经8 8公里，至两家滥(又名龙江口)与中源和南源合流入澧水干流，河宽

8 5一一5 0米。中源(古称美坪河，又名录水河)，发源于八大公山公社天窝

堂西，全长7 4公里，流至两河口与南源汇流，向东流l 0公里于两家滥注入

澧水干流，河宽4 0米。南源(又名上峒河)，发源于永顺县龙家寨灵嗣山，在

县内长3 l公里，河宽2 0米。澧水干流自两家滥南流5公里至南岔，自东北来

汇的洪家关河(古名安福溪)注入后，又南流9公里至澧源镇与酉水(古名

潮水，又名东门河，汇流，再南流至苦竹河口流入大庸县境。瀵水(古称九溪河)，

在县内长4 1公里，流域面积8 0多平方公里，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土家族自治县，

自大野坪流贯境内，经流淋溪河，长潭坪，官地坪、白石、人潮溪等公社，至伍，

家坪流入慈利县境。澧水北、中，南三源及瀵水都可流放木筏和通航木船。

‘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于亚热带江南丘陵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 6．7。C。

年活动积温5 6 2 5一。极端最高气温4 0．7。C，极端最低气温一6．4。C。+

年平均降雨量1 4 1 8．7毫米，最多值达1 7 4 8．6毫米。无霜期2 3 0一一

2 7 0天。年平均日照时数1 R 8 6．6小时。气候更替与植物生长相吻合。

山地广泛，太阳辐射值低，地方性气候活跃。北方中路冷空气影响大。一年问，

I



主要有春季阴雨、五月低温，春夏间暴雨，夏秋间伏旱、秋季寒露风、冬季强寒

潮，以及大风、冰雹等危害。

山地资源和矿藏丰富。森林复盖率为3 3．3％。木材蓄积量达2 4 9．7万

立方米。竹林、草地面积大。境内分布松、杉等树种6 0 0多种，材质好，经济

价值高的树种有l 0 0阡以上，如杜仲，水杉，珙桐和银鹊树等属特有种多达

7 0余种。土特产品有桐油、茶油、皮木籽油、香料油，棕片、木瓜、生漆，药

材及锦鸡、豹、黄狼等，尤以娃娃鱼，红嘴鸟、黄莲、五倍子、J桀ttl羊、菜黄牛

等在国际市埸上列为佳品。煤、铁，磺铁矿等蕴藏量大，正开发利用。还蕴藏有

铅、锌、铝土等3 0多种有色和稀有金属矿物。

解放前桑植县是个穷地方，匪霸盘居，经济和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

苦，常用辣椒当盐，壳叶当棉。解放以来，山区生产有一定发展，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山区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大有改善，各

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可喜成就。

经济素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种植粮食作物和济经作物主要有水

稻，包谷、小麦．红茹、马钤薯和棉花、油菜、黄豆，花生，茶叶、药材等。

畜牧业饲养有猪，羊、牛、鸡、鸭等。1 9 7 9年农业全面丰收，粮食产量

2 5 3 0 1．9 1万斤，比解放初增长2．7 9倍；棉花产量l 1 5 7 0 0斤，比解

放初增长9．5 2倍；油桐、油茶等油脂油料增收，其中仅菜油一项就比解放初

增长l 3．3倍；生猪饲养量达到3 0．1 2万头，比解放初增长4．4倍，年出

栏肥猪1 0．8 9万头。茶叶、柑桔，药材等土特产品发展很快。l 9 8 2年农

业总收入5 3 6 1．1万元，人平收入l 4 9．9元。科学种田水平有所提高。

改革了农业耕作制度。实行了联产承包生丰责任制。l 9 5 8年以来新修各种

类型的水利工程6 2 7 1处。其中中型水库1座，中型排灌工程l处、小(一)型

水库8座、小(二)型工程l 0 2处、山塘2 1 8 7口。拥有机灌设备5 2 8 0马

力／1 1 8 7套。蓄、引、提水总量九千万方，有效灌溉面积l 5万亩，可旱涝

保收面积6万亩。有运载汽车1 5 8辆，大中小型拖拉机2 4 0台，各种类型的

农业机械2 3 0 0多台。

工业由无到有，初具规模，有氮肥，水泥，发电、硫磺，建筑建材、汽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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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农机修理，食品加工等，主要产品有原煤，电石、机制砖、卷烟等3 0多个品

种。群青，磨粉机等畅销全国。县、镇、社办企业已发展到9 7 7个，其中县

办厂矿企业2 8个，拥有固定资产1 9 3 3．7万元，1 9 8 2年总产值达

2 4 0 8．7 8万元，镇，社办企业9 4 9个，1 9 8 2年总产值达2 9 9．2 2

万元。

交通运输已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水陆运输网。修筑了桑(植)永(顺)，桑(植)

大(庸)，桑(植)鹤(峰)等干，支线2 O多条，公路长5 5 7公里，其中油路1 1

公里。对澧水，瀵水进行了整治疏峻，使洼，澧两条河流可以四季通航

城乡商业网点遍布，市场繁荣，买卖兴隆。农民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逐年增

多，年出售天麻，黄莲，杜仲，木瓜等药材3 0 0多万斤．五槠子、板栗，娃娃

鱼等远销国外，商业收购农副产品额每年达2 l 2 0多万元，外贸出口总值每年

达1 0 0万元左右。

解放前，搿十里难上学，百里难求医’’。现已有完全中学8所、初中8 7所．．小

学6 8 5所，教职员工8 2 7 8人，在校学生7 5 7 0 3人，比解放初分别增长

1 4．3倍和1 1．6倍。办幼儿园l 1 2所。有人民医院1所、中医院1所，麻

疯病医疗站l所，镇、区、社和大队分别设有卫生所、院(站)。设立一所气象站、

3所水文站以及农业、林业，大鲵科研所各1所，人工繁殖大鲵的研究有了新的

突破。在澧源镇设有电影院，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县至区架设了

广播专线，公社有广播放大站‘电影队和文化辅导站。已建电视差转台5个。民

间武术等群众体育活动进一步开展，洪家关公社的窑冲峪被誉为“武术之乡"，

一九A-'-年九月，刷新了一项全国儿童甲组百米自由泳纪录(一分一秒三)。

桑植县是革命老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卜‘和贺龙同志的影响下，在第

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全县参加红军、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工作人员共1 3 0 0 0多

人，在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在中国

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境内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尚保存有8 3处。洪

家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贺龙同

志(1 8 9 6一一1 9 6 9)诞生在这里，是他求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保

存有桑植县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旧址，建有贺龙同志生平陈列室。澧源镇内有桑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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