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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录的编纂工作，乃子孙万代之业，殊非轻易，不可草率。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

员会有关文件精神，在省、地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我县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及时组织力

量，积极开展工作，保证了全县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地名亦随历史之演变而不断演变。建国三十二年来，我县因行政区

域多次划分，农田基本建设和其他事业迅速发展，新地名之涌现者累，由于历史风云之过往，

滥改地名者亦曾儿度成风，加之解放迄今，无地名管理机构与规章，因而地域地名混乱，一

地数名、数地一名、名实不符、用字不当、读音不一、含义不清、任意更改、讹错遗漏等问

题，举不胜举。在地名普查中，我们采取由点及面，内外配合的办法，领导、群众，专业人员

三结合，深入群众，实地考证，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大队级以上之行政区划

和重要自然村、地理实体、名胜古迹、人工建筑以及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之地名，进行

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考证，对有异议之山、河及一地有两个以上行政区戈IJ的地名，通过反

复考证，多次请示，协商，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处理。从而达到名实相符，群众满意，图，表

卡、文一致，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湘阴县地名档案和编绘湘阴县志，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资料。

在内业整理中，我们按地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对普查所获资料，反复校正核实，

进行了全面归纳整理。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全县因名实不符而更名的公社4个，大队

(街道)44个，因重名而更名的大队(街道)76个，因字音和含义不清而更名的大队8个，因

原用序数而重新命名的大队(居委会)17个。对照地形图，新增地名1，102条，删去地名131条，

勘误地名528条。全县共有重要地名2816条，均收录于地名录中。其中属行政区划的514条，属自

然村的1，558条，自然地理实体184条，人工建筑物166条，企事业单位284条，革命纪念地和

名胜古迹56条，街巷43条，其他11条。各类重要地名填写有卡片1，132张。本地名录绘制1：10

万湘阴县地图1幅，以7个区、城关镇为单位绘制1：5万及1：2万地图8幅，其中洞庭围区、

城南区还有集镇插图3幅；绘制县芦苇场1：10万地图和1：20万全县名胜古迹分布图各一

∥、



幅，绘制1：40万湘阴县古县图及湘阴县古城图各一幅。

文字概况亦系地名普查成果之重要部份。全县按县、区、社及镇三级行政单位和国营场、

站，共撰写概况56篇，撰写重要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简介56篇，并附有

照片130张。方位。县以省境定方位，区、社以县境定方位，注明四至。总面积以平方公里计

算，山、水、田、土，则以亩为单位。名称由来及含义，有理有据者加以肯定，民间流传久远，

情理一致，含义健康者加以保留，说法多种，各具情理者，一般全部收录并存。整个数据，

均以1980年年底县统计局报表为准。文物古迹由县文物部门核定，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口

径，统一提法，符合规范。

本地名录编排为十六开精装本，共约52万字。全书分为七个部分。即卷首部分，含前

言、湘阴县地图及全书目录和县概况、县沿革表、古县图、古城图；第二部分为行政区划与

自然村，有区、镇、场地图9幅和区、社、镇、场概况、标准名称及地名注释，并在区，

镇、场概况之后，附有本地的有关照片，第三部分是自然地理实体，按其山脉、河流、湖泊、

港汊，潭、洲排例，第四部分人工建筑，以垸子，水库、机埠、水闸、渠道、桥梁、公路、

渡口排例，第五部分是机关、企事业单位，首为县级机关、省管企业，再分经委、财贸、建

委、科委，计委，党政、农林水、文教卫生战线排例，第六部分纪念地、名胜古迹，含有名

胜古迹分布图及纪念地、名胜古迹的文字概述和照片，其古迹编排，原则上是按历史的先后

为序，第七部分为附录，内容有“湘阴历史上帝王巡幸考略"，“历代农民起义与湘阴”、

“地名与人物，，，“湘阴之最"及湘阴县人民政府关于更改有关公社，大队、街道名称的

三个文件和标准名称笔画索引。

地名录之编纂出版，是件新鲜事物，因限于水平，时间短促，谅其谬误不少，尚新领

导、专家及各方面同志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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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县概况

湘阴县位于湘、资二水尾闾，距省会长沙60公里，为洞庭湖之南大门。江水经湘带湖，蜿

蜒北去，江岸山川雄秀，形势夷险。民物之殷，人文之盛，楚南称首，史谓文献之帮。据青潭

公社石器时代遗址分析，远在六千至一万年前之原始社会末期，初民就在这里过着茹毛饮

血的日子，四千二百年前夏禹治水时，黄帝之裔张渤封于罗，亦即今之湘阴地境，公元前689

年，春秋时楚国又立都(城)于罗}内地在湘阴县东(今泪罗县境)，至今已有二千六百七十年

之久。

稍后，历史进入有史可考的阶段，人文风物之演进，史实地貌之更迁，均日益频繁。继

春秋，秦代之后，汉建长沙国；东汉时罗之东分为汉昌县，孙吴时，改为吴昌县，晋时长沙

郡又改属湘州，后有岳阳郡(设今泪罗县长乐镇)，陈时移岳阳郡至岳州，唐宋州郡亦时有

更迭，至明清，设长沙府，民国改称长沙专署，解放后的1952年迁湘潭，改为湘潭专署，1964

年，分设岳阳专署。湘阴历来属于这些郡，州、专署。

湘阴县城址之东移西迁达17次之多，但称谓各异。“湘阴”之名始于南北朝刘宋元徽二

年，湘州刺史王僧虔置县于今三塘公社黄陵山之北，黄陵山一名湘山，山北为阴，故名“湘

阴"，据今已有一千五百零七年。而今之湘阴城，则为南宋时(公元1135年)知县李植所迁

立，亦有八百四十六年的历史了。

徵诸史册，湘阴一地，历有黄帝张乐，虞舜南巡，禹贡九江，=妃名墓葬其北，始皇驻

屯于其南，楚国三间大夫屈原行吟泽畔，乘白骥过江处，今之白马镇；三国之关云长开战长

沙，在今之关公潭，安静之扎营坡练过兵，扎过营；唐末之黄巢起义，统兵60万，起山东，渡

长江，转战12省区时，在今之长康公社金鸡山与西乡江湖之间开过战，自号浪荡军，南宋之农

民起义首领杨么(杨太)在今之畎口，葡萄山一带，屯兵30余万，义旗漫卷，气贯长虹’明

末杰出农民领袖李自成部将刘体仁、郝摇旗兵发湘阴，与当时之湖广总督何腾蛟在湘阴东西

乡各地转战频繁l太平天国之水师，浩浩荡荡下资水，溯湘江，在今之扁担夹、靖港一带陈

师接敌，辛亥革命之北伐军军长陈嘉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长陈嘉会、中华自立军首领

之一林圭等，均系湘阴人氏，力主实行革命，振兴中华；“五四，，运动，湘阴人民更是公推

代表，成立“救国十人团”，“外争国权"、“内惩国贼”、“雪洗国耻"之罢工罢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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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及城乡，大革命时代，在井冈山战役中为毛主席写就西江月《井冈山》一词提供真实，动

人题材的指挥员陈毅安，1921年亲手建立湘阴第一个城关党支部的刘绍樵，在狱中坚贞不屈

舌战群魔的湘阴农运头领杨国庭等，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捐躯，均不愧党的好儿女}工农运

动兴起，革命风暴席卷湘阴全县的当初，共建有工农红色政权70多个，发展工会，农会会员

近18万人。毛主席为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亦曾跋山涉水，走访湘阴，我党的杰出

领导人彭德怀同志之足迹，亦遍及湘阴各地。1913年，他仅15岁就只身被迫离家来到湘阴西

林围做堤工两年多，宣讲洞庭湖粮仓是劳动人民的血和汗筑起来的等朴素的革命道理，组织

堤工罢工，要求增加工价，正式投身革命之后，又先后多次领兵回迂在湘阴县东西乡各地。

抗日时，我抗日军民，在县城之南隅与县北之青山，奋力抵抗，血染山河，今有青山之“万

人坑”与八甲之“白骨塔，，为据⋯⋯。一言以蔽之日：湘阴历为征阵之沙场，历为革命先躯

之据地，历代劳动人民备受兵事之牵累以及三座大山之重压，啼饥号寒，做牛作马，挣扎在

死亡线上。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7yJ 26日，国民党军自湘阴逃遁，我地下党组织迎解，8}1 2日，

人民解放军从城北之乌龙咀登上江岸，武装入城，湘阴正式解放。旋即废保甲，设区乡，抚境

安民，发展生产。古老而又灾难深重的湘阴，从此阳光普照，上下欢腾，虎虎生气，面貌日

新。

1966年，泪罗自湘阴划出另设一县后，湘阴南北纵长61公里，东西横跨51．5公里，东接

汨罗，西连益阳，南邻望城，北交岳阳、沅江。全县总面积为1，548．17平方公里，折合2，372，255

亩，约占全省总面积的0．75％，其中耕地609，376亩，山林12．8万亩，水面14万多亩，湖洲

面积35万亩。素称“鱼米之乡，，，为全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

境内河流，主流凡二：日湘，日资。湘水从南之乔口入境至北之洞庭湖中湘阴

芦苇场鲇鱼口，流长72．5公里。江东称东乡，城南、长仑二区及城关，樟树二镇属之，江西

称西乡，岭北、濠河、新泉、洞庭围、南湖五区及白马、临眦二镇属之。西乡乃由岭北、湘资、南

湖、湘滨、城西等大垸及横岭湖所组成的滨湖平原，地势低平，均在海拔35米以下。整个地势由

东南向西北递降，形成倾斜面，比降为23％。资水从县境西之毛角口往北向流经沿江有关社

队，至吠口与沅水汇合注入洞庭湖’资水又从县境西之毛角口往东向流经至临}此日与湘水汇

合，称为沈江。《水经注》)有湘水统洞庭，湘水为“九江"之源等称。清光绪《湘阴县图志》载：

湘水西会资水目资湘，又西会沅水曰沅湘，同入洞庭故得三湘之名矣。三湘九水经纬分明，

三湘为经，六水为纬。《洞庭湖志》十四卷载；九江即底，沅、渐、叙、元、酉、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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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也，纵横交错，注入洞庭。宋诸衙以禹贡九江当洞庭其说，确不可易。东乡地处丘陵，lll

川秀丽。青山庵(海拔552．4米)、狮子岭、鹅形山、文家山、王思岩等山脉为县内名山。

源出上述诸山中之哀江、文泾江、魁楼江、杉木江、玉江(玉石桥江)、横江(又名

桥江)、龙潭江、白水江以及漕溪港、赛港、龙舟港、三汉港、黄陵港等江港，由东及

西，蜿蜒曲折。江岸青葱翠绿，四季如春，江中鱼翔浅底，常年如故。山青水秀，江山如此

多娇也。

湘阴行政区划之变革，明以前难以考证，明时湘阴设5乡4坊，清设29／]蜀349团，民国22

年改设区、乡、保、甲，直至解放。解放后，基层区划变革较大者六次。1950年4月废除保

甲，建立10个区，32个乡、镇政府。9f1]民主建政定为13个区，156个乡，5个镇(西林、车马

两公社地域从益阳划属湘阴)。1951年10月，调整为18个区，252个乡，8个镇。1952年2月，

经过土改复查，仍定为18个区，8个镇，但乡划小为507个。1954年11月，南大膳区划归沅江

县，南湖区划属湘阴县，仍为18个区。1955年6月，开始以地名代替各区之序数名。1956年5月，

撤区并乡，全县划为53个乡，6个镇。1958年公社化时，建为26个公社，同年10月，国营杨林

寨农场划属湘阴。1961年(不含汨罗)，公社体制缩小，分设7个区，建立37个公社，4个县

属镇，7个农、林气渔，茶场，426个大队，37个区社渔场，4个社办林场，5，511个生产队，

1，558个主要自然村，125，057户，574，554人，除43人回族外，余皆汉族。

三十二年来，湘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方面的建设蓬勃发展，使这古老

的文献之邦，永葆青春。

一日水利电力之建设：湘阴是个湖区县，7个区中，5个为堤垸区，其余两区临江的一方

也有部分垸子。境内湖泊河流面占南洞庭湖整个水域的30％。隋以前，西境绵亘皆平壤，

宋以后，始浸寻沦为湖地。正式建垸始于明，初有明万历之荆塘、塞梓围，继有明崇祯之

古塘、军民围。后经清及民国，围湖者渐众。康熙间修16垸，乾隆问又修数十垸，至解放

时，乃有109垸。但堤身狭矮，水患连连，自公元767年有灾祥记载之时起，“大水害稼"者达

45次之多。1926年，西乡66垸溃尽，30万人受灾，1935年，67垸又溃62个。封建垸主及反动统

治者一意雇民围湖私垦，致使洞庭湖水系乱不成章。湖区人民虽历尽千辛万苦，毁家纾难，

也不免一溃，洪水扫荡，业尽家空，沿门乞讨，四方流落。

解放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两修南洞庭湖，调整水系，并垸筑堤，将原109垸合修为9垸。

湖区人民深感水利建设之紧要，尔后常年的秋修冬修从未间断，每修均用全力。三十二年

来用于水利建设之工日达16，770万个，土石方达23，000多万方。现在全县223．7公里堤线，

(9)



最低的也达海拔36米高程，并连年加宽加固，护坡植柳，清除隐患。其中7个万亩以上的垸

子，210公里的防洪大堤已达到省定洞庭湖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曾荣获全国水利建设之先

进单位。

东乡两区共修有大小水库60余座，总库容3，900多万立方米。全县兴建电力、动力排灌机埠

413个，装机容量34，756千瓦，其中1，600千瓦以上的电排机埠3个。兴建变电站(所)14处，架设

35千伏安以上高压线路20条，长406．5公里。全县农村除洞庭湖中的青潭公社外，其余公社、

大队以及34％的生产队都通了电，在排涝抗旱，夺起农业丰收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加上

排灌渠道，如同蛛网，各种塘坝，星罗棋布，使全县95．6％的耕地具有60天的抗旱能力’湖

区的受溃天数，也一般不超过三、两天。初步实现了“渠网似蛛网，水随人意流"的理想。

二日农林水畜之发展：素称“鱼米之乡”的湘阴，解放前，山乡十年九遭旱，湖区三年

两不收，人间地狱，满目疮痍，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解放后，湘阴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奋力回天，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954年冬，全省建立了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湘阴县

洞庭围农业社。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就的按语中，就肯定了《湘阴

县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办好合作社的经验。继而湘阴人民年复一年，在集体化道路上，将

大面积的农田，按规格要求，初步进行了平整，其中建成标准化的田园面积占30％。大面积

的土壤普查进行过两次，整个土地均按土壤质地分五类建档。加上常年性的选用优良品种，

合理种植、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加强植保、精耕细作等科学种田水平不断提高。农业机械

相应发展l 1952年全县仅两台共12马力的日制柴油机，到1980年全县却拥有总动力152，577马

力，平均每四亩耕地有一马力，其中大型拖拉机257台，手扶拖拉机605台，农用汽车52辆，

配套机耕、机滚船1，915条，农用水泵2，960台。从而使全县83％的耕地实现了机电排灌自流化，

60．5％的水田实现了机耕机滚，64％的稻田实现了动力脱粒。其他运输、农副产品加工基本

上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 “鱼米之乡’’之“米”近几年来

稳步上升，1980年虽遇上各种自然灾害，但全县粮食总产仍超过6亿斤以上，为解放初期的

2．8倍，向国家贡献粮食15，560多万斤。五十年代拍摄的《湘阴农民喜送爱国粮》纪录片、

七十年代拍摄的电视新闻《湘阴人民踊跃卖余粮》均反映了湘阴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也反映

了湘阴人民爱国家爱集体的好思想。

湘阴的鱼、猪，蛋、禽，亦颇有声望，尤以“鱼米之乡矽的鱼，果真名不虚传。五十年

代罗马尼亚等国专家来鹤龙湖农场订货加工之卤鱼，并曾拍摄有《踩溜拦塞》新闻纪录片出

口放映，七十年代拍摄之东湖鱼场新闻纪录片《场小志气大，人少贡献多》和《鲫鲤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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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龙湖农场《人工孵化甲鱼》等电视新闻，国内闫外均具影响，东湖鱼场并誉为全同水产

战线的红旗单位。日本、朝鲜、美国、孟加拉等国家还派有专家亲临东湖参观。大湖养殖

产量逐步上升，据5个国营渔场了解，单位水面产量由1978年的73斤，增到1980年的382斤，

东湖渔场高达572斤，试验塘还创造了3，000斤最高纪录。1980年全县产鲜鱼92，400多担，香

港、九龙、北京等地常有“湘阴鲜鱼”上市。为了更上一层楼，近年来，全县已新建标准

化精养池1．5万余亩，更引人注目的是从珍珠之乡——和平公社到全县各地，既养鱼又养珠，

综合利用水面这朵“鲜花"越开越艳。

林业在过去的湘阴，山岭尽光头，百事把木愁。全县木材、楠竹均靠外地调进，最多的

一年调进过木材18，700立方米。从六十年代始，湘阴人民植树造林、种茶、栽果，持续进行。

如今是东乡有山就有树，杉木、楠竹有基地，柑桔、茶叶满坡垅。以茶叶而言，全县新式茶

园五十年代末期只3，500亩，现在增至52，132亩，其中采摘面积为33，226亩，每年产绿茶三万多

担，是东乡人民一宗大的经济收入。湖区是大堤外侧见滩植柳，绿柳带，防护林，护大堤，保

安全，垸内村前屋后，绿树成荫，渠路两旁，树柳成行。据统计，全县仅路渠造林已达2，400

万株，人平45株，相当一个4万亩的林区。今日农村，真是青葱翠绿，风光无限好，柳暗花

明，春光收不尽。

三日交通邮电之扩展。从1956年修建湘阴至白水的第一条公路后，二十多年来，陆续兴

建车站(点)11个，车渡2个，建成公路9条，计624公里，连接四邻县(市)、农场。区社

之间除青潭公社外，均已通车。每la从城关开往各地的23辆客车，来回达53次之多。过去，

湘、舭二水阻断交通，自1979年建成城关、南阳汽车渡口以后，全县已无江河之阻。水上交

通线四季通航的260公里，季节性通航的68公里，4条班船从城关开往各地。真是湖乡、．山

乡，船来车往，络绎于途。从全县的每个角落均可于上午达到县城，下午返回基层。大大加

快了物资的调拨，促进了城乡交流，支援了农业生产，方便了群众。

解放初，机动车船是罕见之物，现在全县拥有汽车247台，其中货车212台，一机多用的

拖拉机648台，机动船1，134条，28，240马力，其中专业运输船441条，8，641吨。这些交通工具

承担全县人民生产、生活和基建物资运输重任。
?

邮电通讯事业之发展也一日千里。邮递网已扩展到大队基层，部分生产队也已通邮。全

县社办电话总机容量为1，lOOf]，三分之二的大队已通电话。地处洞庭湖中的芦苇场，也已

使用无线电话。城关地区于1978年换装自动电话，容量为7201'1。长途电话四通八达，从农

村邮电所和远在千里外的亲人通话，如在咫尺之间。由于邮递网的改善，过去一封信送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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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要三，五天，现在30％的区社可以看到当天省报。

四日工矿科技之繁衍：老湘阴县几无工业可言，手工业也濒于破产。解放后，除省先后

在湘阴建立省第二纸板厂，建材厂外，县从无到有办起了机电，化工、轻纺、印刷、陶瓷、玻

璃、建材等工业及手工业工厂32个，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7，5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碳铵、棉

纤布、针织品、饮料酒、文化纸、纸板、电动机、电池、电扇、陶瓷、玻璃器皿，机砖机瓦

等等，其中棉纤布，玻璃器皿、陶瓷、电扇等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颇具影响。国营工业和

手工业拥有正式职15，600多人，固定资产2，100余万元。部门和街道工业、社队工业也得到长

足进展，职工队伍庞大，资金设备雄厚，产品种类繁多。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全县社队企业

机构分布逐步趋向合理。762个企业中，生产潜力大，产品销路好，生产成龙配套的骨干企业

有51个，拥有固定资产2，399万元。企业总收入由1974年的600万元，上升到1980年的2，760多

万元，按全县农业总人口人平53．3元。特别令人鼓舞的是那些毛笔、湘绣、酷它、小水产之

类产品，也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为伟大的祖国争回了外汇，为炎黄子孙赢得了崇高的荣

誉。东方巨人中的小小湘阴县就这样被西欧、南洋、日美等国知道了。

据现有资料，各种矿石亦散见于东乡各地。如放射性原料独居石、电气石、钛铁、金红

石等重砂，都是尖端科学所需要之稀有矿石。城南区彩凤桥之重砂矿，目前虽仅为小批量开采，

但藏量可算省内富矿。金龙、长康、玉华一带之长石、石英矿，蕴藏量也不小。

科学技术事业也在飞跃前进。全县设有农、林，水、畜、棉科、环保、气象、水文、地

震、计量、档案等专业台、站、馆、所机构，负责各项科研的具体进行。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近年来获全国科技奖的2项，获省科技奖的4项，获地科技奖的16项。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

病虫害之综合防治，从试验、示范，逐步波及全县，对增产增收，保护环境起了积极的作用。

生物治虫有较大的突破，“农田蜘蛛”利用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央、省，地的奖励，为国际科研

界所公认。科技领导部门在推行沼气、节油、节能、普及技术革新等方面也大见成效。全面

系统的专业档案资料正在逐步建立、完善。据历史资料考究，全县为亚热带型气候。年日照

平均值为1，759．8小时，雨日平均值为153天，年平均降水量为1，382．8毫米，最高气温曾达

40．5℃，最低气温曾达一14．7。C，无霜期平均为272天，从四月上旬开始，日平均气温一般

稳定通过摄氏12。C。故我县绝大部分地方，均适宜种植双季稻和各种棉麻经济作物。江湖面

上风力一般为4级，极大达12级。多年来，气象预报已对生产与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参谋作

用。

五日人民生活之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目的是要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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