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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刖
1-

I=l

： 地名是人类生产劳动、社会交往的产物，也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对于祖国山川形势

：的描绘和概括。随着生产建设的飞跃发展，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地物名称有的随着消

失，有的相应增生。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在地名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有的含义

不清，有的用词不当，有的名实不符，有的多名重名，甚至妨碍民族团结、侮辱劳动人

民的地名，也屡见不鲜。地名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外交、交通、邮电、新

闻，出版，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地名普

查，编纂一部较为系统的、完整的县地名志，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对建设高度的精神文

明，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省政府、省地名委员会有

关地名工作文件的精神，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县、区、社的共同努力，于一

九八·年六月开始，通过宣传发动，统一认识，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先后组织一千三

’百余人，采取群众与专业人员、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室外调查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

法，以五万分之一地图为基础，对全县所有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

筑物，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核实，并广泛听取和搜

集民间有关地名来历的传说和历史资料，参照历史典籍和历代省、府、县各级志书进行

考证，弃祖取精，去伪存真，对其中含义不妥、名实不符、多名重名、方位不准等同

题，都进行了认真的订正，既保证了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做到了图、文、

表、卡的内容相应一致，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这一光荣任务。通过省，市验收，达到了

规范化和标准化，为编纂出版‘长沙县地名志，，建立地名档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材

j料。

‘长沙县地名志>，分行政区划和地名词汇、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

单位、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地名故事六大部分，共辑录地物名称七千三百七十一条，

其中行政区划五百八十条，自然村五千三百一十二条，街巷十八条，自然地理实体三百二

十条，人工建筑物八百九十九条，企事业单位二百五十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十二

条，全书共八十万字，按县、区、社的顺序分类排列，精绘五万分之一的县、区地名图十幅，

1_分别装帧于扉页，文字概况为本书的重点部分，既有重点介绍，也能概观全貌，部分重

要地物，附有照片。书中所引数据，除已注明年代的以外，均以一九八零年数字为准。

地物名称的来历、含义及更替，均一一作出注释说明，对其准确恰切的加以肯定，

民间流传久远，内容健康的则予以保留，说法不一，又各具特色的则同时记述，通过普查

订正，全县命名更名的有两个区、一个公社、一百六十一个大队、三个居委会、十个县

属中学及部分自然村．

1



2

辑地名故事，都是一些世代流传，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附于篇末以飨读者。

书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在风格、体裁、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都作了很大

，力求文字简洁，情节感人。

长沙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较完整的地理史册，它不仅为国际、外交、公安、

邮电、工农商业等方面提供了标准的地物名称和准确的地理位置，使其有所遵

且对全县疆域、山川形势、风物人情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是进行爱国主义教

的乡土教材。

于地名普查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验，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乖误之处，在所难

希领导、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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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概况

“长沙”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周代成王时，’各地所献方物中，

就有“长沙鳖”的记载。关于“长沙”一名的来历，有人认为长沙是得名于自然地理宴

体，如《十三洲志》认为此地“有万里沙祠，故日长沙”。据毛泽东主席致友人书信对

于“长岛人歌动地诗”这一名句中的长岛的解释，指出“长沙系沙洲覆盖”因以得名。

另外有人认为长沙系因星象而得名的，如《史记》就有“轸旁小星日长沙，应其地’’的

记载。因为我国古代把二十八宿与三垣结合起来，作为划分天区的标准，在南方七宿中

的轸宿星座与轸四星之间，有一颗小而亮的星子，名“长沙子”，此星下应长沙，所以

长沙又名星沙。

长沙县的名称，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的变更，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秦分

天下为三十六郡，置长沙郡，其附廓之县名“湘”，称“湘县”，这就是长沙县的前

身。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零二年)，改名为“临湘县”。新莽时，曾一度易名为“抚

睦县”，不久仍恢复“临湘县”的名称。历东汉、三国、晋、南朝一宋、齐、梁、陈
等国不变，计七百九十二年。隋开皇九年，废郡，临湘县改名为长沙县，属潭州管辖。

五代后汉时，曾划出长沙县东部部分地区置龙喜县，北宋乾德年问，撤龙喜县另建常丰

县，开宝中，又废常丰，．省入长沙。元符元年，划出≯沙县南部五乡及湘潭北部两乡另

置善化县，直到辛亥革命后，善化县才并入长沙县。公元一九三三年，设长沙市，市县

分治。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金井，二十五日，长沙县人民政府在金井

易家祠堂成立，同年八月，迁粟梨镇，一九五零年四月，县人民政府迁入长沙市北门外
潘家坪，属长沙专署(后改为湘潭专署)管辖。一九五一年七月，长沙县划出河西全

部、河东部分地区另设望城县，一九五九年元月，划出县南龙头铺公社归株洲县，并将

长沙、望城、市郊区合并，仍名长沙县，直属长沙市管辖。一：}乙六二年元月，长沙市恢

复郊区建制，又从长沙县划出原果梨、大±乇两区所属八社、一镇归长沙市郊区，同年十

一月，仍将槊梨、大士乇两区划归长沙县领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又另置望城县。长沙

县人民政府仍设长沙市潘家坪。长沙县名，沿用到现在已有一千三百余年了。

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中部，湘江下游东岸。东接浏阳县，南连湘潭、株洲市、县，隔

湘江与湘潭县相望。西毗长沙市、望城县。北靠平江、汩罗两县。东西宽四十公里，南

北长八十三点五公里。全县总面积为二千一百零一点七三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八十二万

七干九百四十八亩(其中水田七十六万一千七百九十六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六

点三；山地一百五十一万零二百六十亩，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九；水面一十九万八干四百

九十三亩，占百分之六点三；其它宅基、道路、渠道等六十一万五千九百零一亩，占百

分之一十九点五。辖九个区，四十一个公社，一个镇，两个管理所，五百二十四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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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三个居委会，五千一百九十四个生产队，五千三百一十二个自然村，十六万七千一

百四十四户，七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七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三万三干零一十人，除回族

一百九十七人外，其余均系汉族。

长沙县属丘陵地区。地势东北较高，逐渐向西南倾斜，乌JII、明月山、龙头尖、玉

皇殁等山绵亘于东，影珠山、黑麋峰屏障于北，炭棚坡蜿蜒于东南，海拔均在四百米以

上，其中明月山主峰陡壁石海拔六百五十八米，巍峨雄伟，气势磅礴，为全县第一高

山。浏阳河、捞刀河纳县内数百余条溪港之水，纵贯县境，注入湘江。高岭公社滨河一

带，地势低平，属冲积平原，最低海拔二十六点七米。县内土壤多为四纪红壤土，按全

国土地生产力八级分级法，一九七九年全县土壤普查的二百三十一万六千亩土地中，

一、二级地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三、四级地占百分之二十二，五级地面积最大，占百

分之四十三点四，六级地占百分之十一。我县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区，一般冬冷夏

热，但夏无酷暑，冬少奇寒，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七点二度，一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四

点六变，七月份平匈气温为二十九点七度，年降雨量为一千三百八十九点八毫米，全年

以五月份降雨量最多，十-'71份最少，六至八月份多阵雨，常有秋旱。全年无霜期平均

为二百七十四天，适宜于农业生产。

地下矿藏已经开采的有石灰石、矽砂、云母、石英、长石等。

长沙县很早就以出产粮食有名，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复肇、庞、长沙、楚

之粟也”的记载，从市郊春秋战国时的楚墓，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

长沙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生产水平，可是由于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加之历代王朝政治腐

败，官吏巧取豪夺，兵连祸结。水旱频仍，农业生产的发展一直处于缓慢、落后状态。

解放前夕，全县的粮食产量亩平还不到四百斤，人民生活，异常困苦。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逐步确立了生产资料集

体所有制，执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劳动积

极性，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我县自然条件的特点，首先从大兴水利建设

入手。三十一年来，全县新建中，小型水库一百九十座，开凿渠道一千八百五十五公

里，整修塘坝六万多处，治理河道一百七十公里，修筑拦河坝四处，围筑堤垸二十六

处，建立小水电站十一处、变电站六处、大小机埠一千三百一十八处，有抽水机一千五

百零七台，功率达二万六干零八十九千瓦，全县蓄、引、提水量达四亿六千七百八十八

万立方米。旱涝保收面已达五十八万七千五百亩，占全县水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六点

二。与此同时，采取科学种田、推广优良品种、改革耕作制度、使用农业机械等一系列

措施，抗灾能力不断提高，逐步改变着过去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现全县已拥有拖拉机

一千九百七十八台，各种机引农具四千七百五十台，机耕面积已达五十一万亩，动力脱

粒、动力植保面积已达一十三万多亩，部分农lit已经实现“稻、稻、油”三熟，粮食产

量得以持续上升，全县粮食总产达九亿三千七百万斤，平均亩产一千四百多斤，创我县

历史最高水平，比解放初期增长三点三倍。一九八一年虽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

食总产尚达八亿九千八百万斤，人平一千三百一十五斤，仍居全省第三位。

林、牧、副、渔等业亦均有所发展。全县共建林场四百三十四个(It-中社办四十四

个)，有林面积一百一十二万亩，其中用材林四十二万亩，木材蓄积量已达二十一万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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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经济林二十六万四千亩，收益逐年有所增加。畜牧业以牲猪为主，一九八一年全县

牲猪饲养量达一百零一万二千头，人平一点四八头，上交国家五十六万三千八百八十八

头，出口仔猪一十四万六千五百头，居全省第一。有耕牛三万三千六百头，山羊五千

头，家禽存笼已超过百万只，其他蜂、兔等的养殖，也相应有所发展。

我县副业生产以绣花、织席、茶叶、蔬菜、瓜果、蘑菇、黄花等较为突出，年产茶

叶二万三千五百担，蔬菜四十八万担，蘑菇六千五百担，黄花一千担，瓜果一十三万

担，除交售国家之外，供应长沙市瓜果、蔬菜等每年在四十万担以上，为支援城市作出

了较大贡献。槊梨出产的“东山辣椒”，春华山的“春华李”，高塘的“红瓤西瓜”，

均远销港澳。高桥历为我县茶业中心，原有茶园数干亩，制茶作坊数十余家，为县内著

名茶市。采茶旺季，来自浏阳、平江等县和当地茶农逾万人，攘来熙往，车水马龙，

颇极一时之盛，所产红茶，远销欧美。日寇犯湘，茶园茶市，毁坏殆尽。解放后，人民

政府大力挟植，高桥茶业，得以恢复和发展，所产“高桥银峰”、 。湘波绿”等名茶．

驰名国内。沙坪公社“湘绣”，久负盛名，产品繁多，技艺精湛，被誉为“湘绣之乡”。

解放初期所绣斯大林肖像及斯大林与毛泽东主席合影，神采弈弈，无不毕肖，深得国内

外人士赞赏。渔业生产也在逐步提高，全县有养殖水面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七亩，年产鲜

鱼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担，孵育鱼苗二千七百八十万尾。县内谷塘所产鲤鱼，头尾细

小，色译金黄，肉嫩无腥，历为珍品。回龙红鳃白鲢，肉质细嫩，远近驰名。水塘网箱

养鱼，亩产达七千七百一十四斤，正在推广。

随着长沙市城市的不断发展，中央、省、市一些厂、矿、企事业单位，集中在哦县泉

塘、槊梨，水渡河、捞刀河、南托等地区，给我县的工业生产，特别是社队企业带来了

很大的发展。全县现有氮肥、湘绣、农机、印刷、食品，造船、制鞋、石灰、矽砂、

造纸等厂矿企业一百八十二个，工业总产值七千一百三十一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中跃进氮肥厂年产碳氨一万二千吨，一九八零年被评为全国红旗单

位。湘绣、蘑菇罐头为我县主要出VI产品，换回外汇年达五百八十三万元。

交通、邮电事业方面，县内除京广铁路设有暮云市、捞刀河车站之外，尚有国道线

京广、厦成公路，省道长平、长湘公路，十四条县级公路，互相连接，三级公路线总长

三百七十九点八公里，社队公路八百四十六点七公里，较之解放前公路长度增长十五

倍。全县共有汽车二百五十三辆，社队均可通车。水运以浏阳河为主，四季均可通航，

捞刀河在春夏涨水期间，也有舟揖之利。全县有机帆船五十二艘，总吨位达五千七百

吨，水陆交通，十分方便；邮路、电话线路，遍及全县各区社大队及企事业单位。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购买力相应提高。全县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金额达四

千六百五十万元，消费品销售金额八千四百二十六万元，农副产品收购量日益增长，向国

家交售粮食达二亿七千一百万斤。全县设有商业网点八百六十六个，工作人员五千余人。

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取得较好的成绩。县设有科委、农科所、土肥站，种子

公司等机构。县、区、社、大队四级农科网已普遍建立，有农业技术人员三百三十七

人，农业技术在全县已获得广泛应用。在改良土壤、改革耕作制度，推广良种、植物保

护等方面部取得较大成就，推广油菜．晚稻良种、改良潜育化稻田，曾分别获得一九八

一年省市重大科技推广应用一、二、三等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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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文化教育事业，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声望。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

创立长沙县小学堂，越两年，长、善两县各办小学堂二十所，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之

间，创立长沙县中学堂，湖南私立学堂则以长沙县影珠女校(即隐储)为最早。一九零五

年，徐特立于粱梨镇创办梨江高小，开省、县创办新学之先声。解放以后，发展更快，

全县现有中学八十四所，小学五百一十三所，教师六干八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办教师四

千二百二十八人)，在校学生达十五万余人。办有学前班四百二十三个，配有专职幼师

四百三十人。教学质量，逐年有所提高，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各方面的人材。县设有文化

馆，各公社均设有文化站、电影队，县图书馆藏书近十万册，各社队设有农村图书室。

有千年传统的“元宵灯会”、 “五月龙舟竞赛”均已先后恢复，深受群众欢迎。医疗卫

生方面也有较大发展，县设有防疫站，有九所县、区级医院，各公社均有卫生院，各大

队设有医疗站，共有医护人员七百七十八人，病床七百四十张。计划生育也得到切实推

行，人口净增率巳从千分之三十六，下降到千分之八点六七。各公社建有广播站，广播

线路长达四百八十八公里，人户线路五千九百八十公里。

长沙县历史悠久，历有文化古城之称，既为人文荟萃之区，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自宋、元，明、清、民国以来，我县人民为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在历史上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篇章。诞生在我县并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烈士、革

命家．文学家，被列入省“党史人物传”和“省人物志”中的印达几十人之多。为革命献

身的烈士杨开慧(一九零一——一九三零)诞生于开慧公社板仓，原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

省委书记杨福涛烈士(一八九三——一九二八)诞生于我县广福公社樟树坡，原省农协

会秘书长柳直苟烈士(一九零一——一九三--)诞生于高桥公社方塘冲；辛亥革命主要领

导入之一，民主革命家黄兴(一八七五——一九一六)诞生在高塘公社凉塘，原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杨立三(一九零零——一九五四)老家在金井公社赤壁湖，著名戏

剧家田汉(一八九八——一九六／k)原住果园公社田家大屋，原中共中央委员、杰出的无

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九)诞生于五美公社观音塘，原国防部副部

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一九零八——一九六九)诞生于高塘公社桂花大队。尚有无

效革命志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仅双江公社一地就有二百八

十六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席曾四次深入我县扳仓一带指导农民运动。一九六一年，刘

少奇主席亲赴天华大队调查研究农村情况一十八天。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迹，激励着

长沙县人民在四化征途继续前进。

我县古迹名胜很多，其中列入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杨开慧烈士故居”、“杨

开慧烈士墓”、 “徐特立故居”、 “黄兴故居”，现均修葺一新，对外开放，供参观瞻

仰。古迹名山。王陵古墓，奇峰怪石，古树古城，载入历代县志者多至百余处。 “鹿芝

岭”为五代的后汉及北宋的龙喜县故城，乃古人类聚居遗址；“陶公庙”建于梁天监年间，

有“六朝遗庙，千古名山”之誉； “仙人石”突兀嶙峋，上有棋盘，相传八仙曾对弈于此；

“天华山”石上生松，久而不敞，现仍苍劲挺拔，为数百年物； ‘‘干杉树”围丈余，

高六丈，为风吹折，倒插复生，亦一奇也；“影株山”银杏参天， “九间房”丹炉石炕，

为晋陶淡隐居之所； “三仙呤”前临湘水，后澉株洲，水色山光、风景殊绝，清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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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才登此山，留有“苔攀石壁绿，萝映夕阳红’‘名句；明吉简王，清左宗棠墓地i寒

烟芳草，古冢残碑，依稀可辨．“梨江”、 “影珠”、 “天华”均有八景，山水清幽j

叠客骚人，多所题咏；现虽景物所存无几，但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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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机关概况

关位于长沙市城北区上潘家坪一百九十三号。机关大院东抵市粮

，西靠省商业厅仓库，北接朝阳路，占地面积三十一万零七百一

占地面积四万一千七百九十平方米。

机关大院内设有中共长沙县委、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武装部和所属四十

三个部、办、委、局、科、行。县公安局等五个局则设在幸福桥一百五十号、一百五十

一号和一百五十二号，县农业银行、县人民银行设于大王家巷二十三号，县轻工业局设

九家湾沿江大道二百六十八号，县工业局设明月街一百二十七号，县社队工业局设三角

洲，县物资局设书院路程头冲。共有机关干部七百一十六人，职工九十七人。

县直属机关房屋建筑总面积为五万三千二百八十三平方米，其中机关大院内有办公

楼八栋，面积八千零五平方米，大礼堂(内设电影院)一座，面积一千七百一十四平方

米，有座位一千六百个。县招待所建筑面积八千八百二十五平方米，有床位六百个。干

部、职工宿舍五栋，面积一万四千零一十四平方米。院外尚有办公楼八栋，面积五千六

百二十六平方米。干部、职工宿舍七栋，面积六千九百八十二平方米。

“关于“长沙”一名的来历，有人认为得名于沙·‘十三洲志》和《中国地名大

辞典>有“有万里沙祠，故日长沙”的记载；但也有人认为长沙是以星象得名的， 《史

记'和《明史、天文志》就说： “轸旁小星日长沙，应其地。”故长沙又名星沙，二说

并存。

长沙县曾经是历代州、郡、路、府的首邑，其名称也曾有过多次变更。秦分天下为

三十六郡，其中就有长沙郡，并把长沙县作为附廓之县，名叫“湘”，称“湘县”。汉

高祖五年改称“临湘县”。王莽建立新朝，改临湘为“抚睦”。不久，又名临湘。直到

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废郡，才把临湘县改名为长沙县，一直沿用到现在。

历代的长沙县署，都设在长沙县城内。一九三三年，市县分治，长沙县署仍设长沙

市内。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金井，二十五日，长沙县人民政府于金井

宣告成立。后来，一度迁设槊梨，一九五零年初，才迁设长沙市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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