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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

，由

故成

果质量基本符合要求，为这次编纂出版《临湘县地名志》提供了标准

的地名成果资料。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祖国

珍贵的遗产。随着历史的演变，地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特别是建

国三十多年来，我县生产建设迅猛发展，区域变划比较频繁，新的地

名目益增多，旧的地名也有消失，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曾出现过滥

改地名的现象，以致发生地名重名、含义不清、张冠李戴、名地不符

和多字、错字、漏字等问题。通过这次全面的系统的调查，重点考证

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地名问题，做

到了表、卡、图、文四项成果一致。

这次地名普查的范围，是以一九六四年出版的l：5万军事地形

图为基础进行的。对普查核实后的资料，经过反复斟酌，归纳整理，全

县重名大队更名的三十四个，以序数命名更名的农场分场六个。对照

原地形图，增加新地名一千一百五十条。因故消失的地名二百四十四

条。勘误地名一千三百二十八条。全县确定的地名总数为四千五百八

十五条，本地名志一并收录。其中行政区划、三百八十五条，主要地名三

千七百七十四条，街道名称二十一条，自然地理实体一百五十四条，

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一百一十一条，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一百

二十九条，著名的古迹、革命纪念地一十一条。对各类重要地名，填

写卡片八百七十张。

各类地名概况，是地名志中的主要部分。全县共撰写县、社、

———‘'



镇、农

篇。收

各类地
士，，
i％- 、

传说，

文字体

县定、

县、社

地面积

数字为

为准则

标

中不可

们对1

趋于准

图一幅

万地名

及各公社、镇、农场都有了一份标准的现状图。

黄盖湖农场，是岳阳地区行署委托我县代为普查的，其重要地名

一并收录于本志。

临湘县的地名普查和《临湘县地名志》的编纂出版，是在地、县

委和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县、社有关部门和热心地名工作

的同志，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但由于这是一项新

的工作，我们缺乏经验，加之编纂仓猝，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领导、专家和同志们斧正。

临湘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

(2)



临湘县，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解放，七月二十日建立人民政府，至今召开

了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召开。

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十七人。

第二届，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日召开。

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

第三届，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召开。

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

出席会议代表二百零九人，选举

出席会议代表二百四十一人，选

出席会议代表二百七十三人，选

第四稿：予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召开。选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二十一人。

第五届，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三百一十人，选

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二十三人。

第六届，县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召开。由省

革委筹备小组批准，由四十八名委员组成。

第七届，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六百九十八人。选举革命

委员会委员四十八人。

第八届，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二百七十八人。

选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十七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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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县 概

临湘县位于湖南省东北角，长江中游南岸盯东与湖北省蒲圻：’崇

阳、通城三县毗邻，西南与岳阳市接壤，西北与湖北省洪湖、监利两

县隔江相望，有“湘北门户，，之称。地处东经一百_十三度零九分至一

百一十三度四十五分，北纬二十九度十二分至二十九度五十一分。距

省城——长沙一百八十五公里。总面积二千一百零一点三一平方公

里，折合三百一十五万二千亩，其中耕地面积五十七万四千一百五十

二亩，林业用地一百五十六万九千亩，水面三十万零五千亩。辖二十一

个公社，四个镇j两个农场，三百一十六个大队，十二个农科站，七

个分场，五个社属农场，五个社属镇，三千七百三十七个生产队，三

千七百零五个主要自然村。共十万零九千三百八十八户，五十一万九

千三百三十九人(包括长岭炼油厂、岳阳化工总厂、桃林铅锌矿，黄

盖湖农场等单位)。有少数民族六十二人，其余均系汉族。 ．“，．

唐、虞时期，临湘称三苗国地。夏、商时隶荆州域。春秋，战固

时属楚。秦代归长沙郡辖。汉代为下隽县地。晋至唐末，历为巴陵县

之一部。五代时，在陆城设王朝场。宋淳化五年(公元九九四年)，

将王朝场升为王朝县。宋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年)，改为临湘县。

据明《隆庆岳州府志》记载： “临湘在郡东北九十五里， 以滨三湘

名。’’又清同治《临湘县志》载： “湘水南来迤城西北入于江，县之

名以此。”经考证，改名临湘县时，因城陵矶属临湘管辖，湘水经此

与长江汇合，故名。县城原设陆城，一九三O年迁长安c

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临湘县解放，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一九五

O年八月，全县划为七个区七十四个乡々一九五六年撤区，合并成立

(·5)



二十二个乡，四个县属镇。一九五八年，建立十一个人民公社。一九

六一年体制调整，增设九个公社。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先后又

分出一个公社，一个农场，成为现在二十七个社、镇、农场。

临湘是个半山丘、半湖区的县，地貌、类型多样，自然资源丰富。

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东南部山峦起伏，著称者有大云山、药

姑山，均属五岭山系幕阜山余脉。药姑山最高峰海拔一千二百六十

一点一米，傲然屹立，号称“天然药库"，是明代伟大医学家李时珍

采集和研究药物的重要地方之一，周围沟壑纵横，树木葱茏，生机勃

勃，为全县茶叶、竹木主要产地。西北濒临长江，多为冲积平原，土

地肥沃，盛产粮、棉、油、大豆、芝麻。有芭蕉湖、松杨湖、白泥

湖、洋溪湖、涓田湖、黄盖湖等镶嵌其间，水产富饶，素称“鱼米之

乡’’。境内主要河流，有桃林河、源潭河，流经南北。

全县成土母质，以板页岩为主，适宜粮、棉、油，茶、竹、木等

多种植物的栽培。全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摄氏十六点

四度，年降雨量一千四百六十九毫米，一般春夏多雨，秋冬干燥，全

年无霜期约二百五十九天。地下矿藏丰富，有铅锌、白云石、长石、

石灰石等，桃林、忠防两社蕴藏的铅锌矿达三千二百多万吨，现由省

属桃林铅锌矿开采。路口公社的白云石，二氧化镁含量高，全县已组

织十九个公社联营，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解放前的临湘，豺狼横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解

放三十二年，勤劳、朴实的临湘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披荆斩

棘，艰苦奋斗，改造自然，成绩巨大。全县兴修大、中型水库两座，

小(-。)型水库十八座，小(二)型水库二百零七座，山塘一万七千八百

多口，堰坝一千六百四十二座，大、小渠道，纵横交错，有效灌溉面

积达四十一万一千亩。龙源水库库容--17,零八百万方，可灌田十七万

八千多亩。境内修有长江大堤五万七千八百米，沿湖筑有防洪渍堤九

万五千九百米，免除了江湖洪水的泛滥。最近几年来，新修建的冶湖

撇洪工程干渠三万六千米，支渠四万二千米，减轻了临江大垸的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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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安装高、低压输电线路三千五百四十公里，变压器总容量九万

三千七百六十千伏安，修建小水电站二十一处，总功率为九千五百五

十六千瓦，使蓄、引、提总水量达四亿二千万立方米，旱涝保收面积三

十八万亩。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拥有农用汽车四百五十七辆，拖拉

机一千零二十六台，机械、半机械化农具五万四千台，农机总动力十

三万一千九百零六马力，排灌、运输、脱粒及农副产品加工，基本

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减轻了劳动强度。同时，通过改革耕作制度，提倡科学种田，使

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一九八O年，全县四十一万亩水田，粮食总产达

三亿九千二百二十六万斤，比解放前增长三倍半。经济作物，也大幅

度增产，棉花总产二万九千六百四十担，茶叶发展更快，总产十四万六

千担，且出现了一批名茶新品种，具有独特风味。油料总产二万八千

六百零八担。牲猪发展三十四万九千九百多头。鲜鱼总产二万三千

五百二十八担。东南山区，林业资源丰富，有国营林场四个，社办林

场二百二十九个，人工造林二十五万亩，现在全县共有用材林九十万

零五千亩，经济林十三万三千亩，竹林七万一千亩，立木蓄积量达六

十五万一千立方米，南竹一千万根以上，一九八O年农副业总产值达

一亿零六百九十三万元，社员人平纯收入九十七元二角。

工业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稳步前进。解放前，临湘仅有

一台四十马力的煤汽机，连一颗小钉子也不能生产。现在，省属长岭

炼油厂，岳阳化工总厂、桃林铅锌矿，均建于临湘境内。全县有县办

企业四十个，职工五千二百二十六人。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

初步形成了以轻纺为主，化工、机械为辅的工业体系。生产项目有化

工，机械、采矿、轻工、酿造、建材等二十多个，主要产品有化肥、

针棉织品、水泥、石灰、砖瓦等近百种。县氮肥厂通过挖潜革新，

扭亏为盈，成绩卓著，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县平瓦厂生产的平瓦，

被评为优质产品，跃居全国第一。社办企业，如山花烂漫，兴旺发

达，全县有社队企业一千二百二十八个，从业人员一万七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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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农村劳力百分之十，一九八。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六千零八十

二万元，等于解放初期的四十三倍。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收

入不断增加，购买力显著提高。目前，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各地商业网点密布，购销两旺，市场繁荣，一九八O年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一亿零五百九十八万元。
，

科技、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全县成立了科研机构和科

协组织，科技人员一千三百九十八人，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近两年

来，获全国科技奖的有两项，获省、地科技奖的有三十六项。解放

时，全县仅有一所初中，校舍简陋，教师匮乏。现在有高中七所，初中

四十五所，小学六百九十四所，教职员工五千九百一十人，中、小学生

十二万六千八百九十九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县

有文化馆、广播站、电影院、剧团、书店、体育馆。百分之九十二的

大队通广播，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户有喇叭。全县有县属医院五所，血

防院六所，社、镇医院二十五所，设病床一千零九十一张，医护人员

九百四十九人，大队一般办有合作医疗或医务室。原来湖区极为猖獗

的血吸虫病，·经过围垦灭螺，积极防治，已基本消灭，一九七九年被

评为全国血防工作的先进县。

水陆交通，十分便利。西北有长江航道斜穿，勾通了沿江内湖的

水陆交通；京广铁路横贯东西，桃矿铁路专线从县城向南伸展；7长沙

一武汉、临湘一通城、临湘一汨罗等公路干线及其支线，四通八达，

全长九百二十公里，社社通客车，百分之八十五的大队通汽车。

临湘县历史悠久，境内古遗址较多，据《临湘县志》所云，临湘

乃名邑焉，是三国周瑜、鲁肃、陆逊、黄盖及东晋陶侃诸人经营战守

之地。黄盖湖是黄盖操练水兵之所，陆城为陆逊屯兵之处，故“湖以

人名，城以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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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隘 湘 县 沿 革

据《湖南省志》，《岳州府志》、《临湘县志》和临湘县档案馆

资料载：临湘县，唐、虞时期乃三苗国地。夏、商时隶荆州域。春

秋，战国时属楚。秦代归长沙郡辖。汉代为下隽县地。晋至唐，历为

巴陵县之一部。后唐清泰二年，设立王朝场。宋淳化五年，升王朝场

为县。至道二年，改王朝县为临湘县。建县至今，有九百八十九年历

史。县之沿革和行政区划分年代列述如下：

朝代 年 号 县名 县址 隶属 县内行政区划

约公元前26世纪一 三苗
唐、虞

约公元前21世纪 国地

约公元前21世纪一
夏 荆州域

公元前16世纪

约公元前16世纪一
商 荆州域

公元前11世纪

约公元前11世纪一
周 楚

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221年一
秦 长沙郡

公元前207年

高祖(刘邦)元年至更始

西汉 帝(刘玄)更始二年(公 下隽县 无考 长沙国

元前206年一公元24年)

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

东汉 至献帝(刘协)建安二十 下隽县 无考 长沙郡

五年(公元25年一2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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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大帝(孙权)黄武元年至

末帝孙皓元兴二年(公元 巴邱地 岳 阳 长沙郡
(吴)

222年--265年) ．

， 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

晋 至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 巴陵县 岳 阳 长沙郡
二r

年(公元265年--420年)
，

南、北
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

至北周静帝(宇文衍)大定 巴陵县 岳 阳 巴陵郡
朝

元年(公元420年--581年)

文帝(杨坚)开皇元年

隋 至炀帝(杨广)大业十四 巴陵县 岳阳 巴陵郡

年(公元581年--618年)

高祖(李渊)武德元年
岳州

唐 至哀帝(李棍)天佑四年 巴陵县 岳 阳

(公元618年--907年) 巴陵郡

五代 ‘后梁太祖(朱晃)开平元 清泰二年(公元935

年至宋太宗(赵炅)淳化四 巴陵县 岳 阳 岳州 年)，楚马殷以输纳不
‘后唐)

年(公元907年--993年) 便，于陆城设立王朝场·

淳化五年至至道二年 岳州
北宋 王朝县 陆城 辖三十六里一

(公元994年一996年) 巴陵郡

至道二年至帝爵 岳 州南宋 (赵罱)祥兴二年 临湘县 陆城 辖三十六里
(公元996年一1279年) 巴陵郡

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

兀 年至惠宗(妥懂帖睦尔)
至正二十八年

临湘县 陆城 岳州路 辖三十六都

(公元1279年一1368年)

太祖(朱元璋)洪武元 辖一乡(太平)、八

明 午至毅宗(朱由检)崇桢 都(擢秀上、擢秀下，
十七年 临湘县 陆城 岳州府 方山、上松、白沙，青
(公元1368年一1644年) 阳上、青阳下、同文)。

世祖(福临)顺治元年 辖十里(县市、晏竹、

清 至宣统(溥仪)三年‘ 临湘县 陆城 岳州府 交古、西并，王禾，板
桥、楚冲、杨林，冶

(公元1644年一1911年) 湖，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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