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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茶陵县现辖 13个镇 11个乡,其中以各种地形命名的乡镇有 5个: 高垅镇、腰陂镇、虎踞镇、严塘镇、火田镇。

这些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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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位于湖南省东部,地处湘东山地南部,湘

江支流洣水流域。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首善镇 )

炎帝南路。据�元和郡县志 云: !因南临茶山, 县以
为名∀。[ 1]茶山,又名景阳山, 主峰石峰仙 (石人峰 ) ,

海拔 1 344米, 为境内第二高峰。其山势向西、北斜

落, 1 200米以上的山峰有 3座。县内诸山均系罗霄

山脉衍生,海拔 1000米以上的山峰 54座。全县现

辖 13个镇、11个乡 2个农林场,其中有高陇、腰陂、

虎踞、严塘、火田 5个乡镇以地形命名。这些乡镇,

明时为里,清时为乡, 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一 # 高陇镇

该镇位于茶陵县东北部, 距县城约 35公里。

镇政府驻高陇, 总面积 140. 7平方公里, 有耕地

1453. 7公顷。现辖 1个居委会, 17个村委会, 总

人口 7 233户、2. 4万人。

高陇,得名于何时, 难以稽考。明代徐霞客 �楚
游日记  谓此为一岗,共三里。因地处高丘, 便录为

!高陇∀。�明史∃地理志 曰,茶陵州东有视渡口巡

检司。清光绪�湖南通志 ∃舆图  谓此地为高陇市,

并确指视渡口巡检司置此。
[ 1] 85
不过, 据县志记载:

北宋咸平四年 ( 1001年 ) , 曾姓由江西泰和早禾市,

迁入高陇。这样看来高陇得名至少应在北宋咸平年

间,甚至更早。古字中 !陇 ∀通 !垄 ∀, 高陇原名高垅。
�说文解字 说: !垅,丘垅也。∀ [ 2]

后又泛指田地分界

的土堆、田埂。在湘东语言系统里, !陇 ∀ (垄 ), 就是

指突起的小岗地或延绵的小山之意。 !高垅∀转为

!高陇∀,是因 !垅∀!陇∀二字相通,同意同义。

高陇得名,亦或与高陇河有关。高陇河,亦名茶

水, 为洣水主要支流之一,在茶陵县东北部。 �元丰
九域志 称茶水。有史书上称: 此水源出茶陵县景

阳山,流经小田、秩堂、高陇、火田、七地、腰陂、洣江、

思聪等乡镇,于洣江乡荣华坳村, 注入洣水。该河长

62公里,流域面积 902. 9平方公里。河上有公路桥

梁 2座。其实,高陇河有四大发源地:一为景阳山,

二为五佛岭, 三为毛棕坡, 四为东坑。毛棕坡、东坑

流源较前二者为短, 不能为茶水源头; 而景阳山、五

佛岭二者流程差不多, 流量也难分上下。 1993年

�茶陵县志 ∃水文 记载:茶水为洣水在境内第一大

支流。�大明一统志  称东江发源于秩堂乡五佛岭,

全长 58. 9公里 (又说 59. 7公里 ), 流域面积 927. 02

平方公里。根据 !河源唯远 ∀的原则, 茶水发源地,

应为湘赣两省交界的景阳山。 !高陇 ∀虽在明崇祯

年间,被徐霞客录为 !高陇∀,但并不排除 !高陇 ∀因
!高陇河∀ (茶水 )而得名的可能性。高陇, 究竟是因

!岗地∀而得名, 还是因 !河流∀而得名, 有待进一步

考证。

1932年设置高陇乡, 1950年 3月废保甲制, 复

置高陇乡,属三区, 1984年置高陇镇。 2001年撤湘

东乡并入高陇镇,乡、镇政府历驻高陇市。 1986年,

街区沿茶 (陵 )莲 (花 )公路两侧布局, 成方形, 人口

1 480人。镇内有陶器、车木、造纸、眼镜等厂, 集

镇建设已成较大规模, 现已成为茶陵、江西莲花、永

新三县边界贸易的集散地。省湘东冶金技工学校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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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境内的龙集自然村, 为茶陵诗派首领李东阳

( 1447- 1516年 )故里。李东阳, 字宾之, 号西涯,卒

谥 !文正 ∀。明代著名诗人, 天顺进士, 官至吏部尚

书、华盖殿大学士,在朝 50年,门生故吏众多。宦官

刘瑾专权时,依附周旋, 为时人所非。诗文上, 有专

论声律节奏,声言推崇李杜, 力主宗唐, 以纠台阁体

雍容典雅、平庸呆板之弊;并拟有古乐府百首, 开前

后七子拟古主义创作倾向之先河。不过, 其诗作形

式上追求典雅工丽, 虽有可取之处, 但多为应酬之

作。
[ 3]
只因其政治上地位显要, 在当时很有影响,形

成以他为首的 !茶陵诗派∀,尤以 �茶陵竹枝歌十首  

诵于一时,有 �怀麓堂集  传于后世。1993年 �茶陵
县志∃人物  列有李东阳传略。

二 # 腰陂镇
该镇位于茶陵县中部, 距县城约 18公里, 1989

年撤乡建镇。镇政府驻腰陂圩, 总面积 99平方公

里,辖 1个居委会, 17个村委会。有耕地 1 794. 4公

顷,总人口 8 806户、3. 7万人。

腰陂之得名,有两种说法。其一, 因有腰陂河,

即 !聚落以水名 ∀而得名 !腰陂 ∀。[ 1]其二, 因镇政府

驻地腰陂圩 (集市 ) ,地处两山陂之间, 两头高, 中间

低, 呈马鞍形。古字中, 陂与坡同义, 故名 !腰

陂 ∀。[ 4]但前说流传更广。

腰陂河为茶水支流。明崇祯 �长沙府志 ∃山

水  载: !腰陂,出美田山,西流 20里达浇江 (尧水 ) ,

西流十五里达洣∀。清光绪 �湖南通志  称为腰陂

水。腰陂河的上游,有两条支流,一为七地河, 源出

茶陵、攸县交界的太和仙 (海拔 1 404. 9米 ) ;一为潞

水,源出攸县、茶陵交界的天堂山 (海拔 1 217米 )。

两条支流,交汇于境内石陂村境, 向南流经龙陂村,

于腰陂村内汇入茶水。据有关县志记载: 北宋乾德

年间 ( 963- 968年 ) ,颜姓由江西永新摇石沙田迁入

腰陂龙陂, 这说明 !腰陂 ∀在北宋乾德年间就已知

名,但具体得名何时, 至今难考。

腰陂得名第二种说法, 与腰陂圩 (集市 )有关。

腰陂圩,位于马鞍形的两山坡之间, 旧时有古驿道,

西连县城,东去江西。南宋年间,形成了腰陂圩。民

国时, 圩场米行达 20余家, 有 !茶陵米市 ∀之称, 赶

圩 (集 )人多时, 可达万人以上。民国时修筑, 解放

后又多次改建的耒 (阳 )吉 (安 )公路经过此圩, 集市

区逐渐扩展,现已成为县城以东一带粮食、肉食、禽

蛋、竹木等农副产品的较大集市之一。腰陂早在北

宋乾德年间,就已知名, 而腰陂圩形成于南宋年间。

因此,腰陂因 !腰陂圩 ∀而得名缺乏依据, 因 !腰陂
河∀而得名,较为确切。

1913年腰陂始置乡, 1950年置腰陂乡, 1989年

撤乡建镇。腰陂圩集镇沿公路呈带状, 人口 1 510

人。有农机修配厂、农机站、供销社、机关学校、医院

等。 1989年置镇后,集镇发展较快。

腰陂系刘三吾故里。刘三吾 ( 1313- 1400年 ),

初名崑,后名如孙, 字三吾,元末明初学者,生于官宦

之家。因义军峰起, 刘三吾避兵广西, 授静江教授,

后迁儒学副提举。明洪武元年 ( 1368年 ), 明兵克广

西, 遂归隐故里, 潜心著述。 73岁时 ( 1385年 ) !以

文学应聘 ∀入朝,后迁翰林学士。因博学强记, 又多

知典章要义、礼制科考, 通治国安民之道,被朱元璋

尊为明初 !三老 ∀之一。�明史 ∃刘三吾列传  称刘

!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至临大节, 迄乎不可奇 ∀。
因而得罪不少权贵。后奏请引退, 致仕回乡读书。

洪武三十年 ( 1397年 )又因 !南士 ∀案,得罪朱元璋,

被发配戍边。建文帝登基后, 刘被征召还京, 复原

职, 主修 �春秋大成  。建文二年 ( 1400年 )卒。在

职期间, 主纂 �存心录  、�有躬录  、�书传会选  、

�礼制集要  、�环宇通志  等御用典籍,另著有 �学业

启蒙  、�表忠发微 、�正气知非 、�化鹤 等书。但
后多毁于火灾,仅有 �坦斋文集  、�斐然堂编 、�孟

子节文 传世, �坦斋文集  后入 �四库全书  。 1993

年�茶陵县志∃人物  ,列有刘三吾传略。

三 # 虎踞镇

该镇位于茶陵县西北部, 踞县城约 22公里,

1989年撤乡建镇, 镇政府驻虎踞山,现辖 1个居委

会, 15个村委会, 总面积 83平方公里, 耕地 1 363. 1

公顷,总人口 6 593户、2. 68万人。

!虎踞 ∀得名最早可能是因此处有两座小山, 一

座形似虎, 一座形似猪, 得名 !虎猪山 ∀, 后雅化为
!虎踞∀。[ 5 ] 57经实地考察, 今虎踞村内确有两山, 东

西走向,相距不到一里, 山不高,有卧虎之姿,头低垂

朝向西边一小山。西山背脊高拱, 状如肥猪陷入泥

沼之中,当地人俗称为猪山。虎山与猪山上,有松杉

杂木, 一片青苍之色。清末民初在虎踞设圩场, 至

1948年, 已成县内 10大名圩之一。农历每月逢 3、

6、9赶圩, 一月计 9圩。元至正二十五年 ( 1365

年 ) ,胡姓从江西吉水迁入虎踞。明朝又有赵姓、焦

姓、冯姓、董姓等先后从江西等地迁入。这样看来,

虎踞由 !虎猪∀雅化而得名。地名雅化后, 添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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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雄之气,更添一种虎踞龙盘之怀想, 传名久远,是

必然的。虎踞元时为自然村落,民国多数时期,属五

常乡, 1956年,始置虎踞乡, 1989年由乡改镇。虎踞

圩街区沿公路呈矩形, 人口 2 920人。集市贸易以

牲畜、家禽、大蒜、生姜、烟叶为大宗, 是茶、攸边界物

资集散地,附近盛产大蒜、生姜、苎蔴,已成为县西北

重要集镇。

茶陵有 !三宝 ∀: 生姜、大蒜、白芷脑, 生姜为其

一。茶陵生姜又有 !山姜 ∀、!田姜 ∀之分, 产海拔

500米以上山区者, 以潞水镇碣石村为中心, 称为

!山姜∀;产虎踞、平水一带丘田者, 称为 !田姜 ∀,是

加工干姜的优质原料。当地有 !作姜养羊, 本利高

强 ∀, !千畦姜胜过千户侯 ∀之说。清末民初, 茶陵常
年种植 2 000亩左右, 1951年种植约 4 000亩, 1952

~ 1984年保持在 2 000 ~ 3 000亩之间。 1985年以

后每年保持 5 000亩左右, 亩产达 1 000 ~ 1 300公

斤,其中虎踞镇几乎占一半。虎踞田姜, 仔姜白嫩,

状如拇指,干瘦精壮, 纤维多,肉质甜脆, 辣味厚重,

姜香浓郁,量多质优, 闻名湖湘。

四 # 严塘镇

该镇位于茶陵县东缘, 距县城约 15公里,镇政

府驻樟市, 现辖 1个居委会, 22个村委会, 总面积

149平方公里,耕地 1 684. 6公顷。总人口 7 622户、

3. 0万人。

1993年的�茶陵县志∃集市  记:清嘉庆二十四

年 ( 1819年 ) ,严塘镇内有仁和、同乐二圩。民国三

十七年,全县境内大圩场有 10个, 严塘圩为其中之

一。严塘之得名,比严塘圩更早,是因其地多山岩山

塘,故取名为 !岩塘∀。后日长月久, !岩 ∀字便演变
为 !严∀字,转音为 !严塘 ∀。明徐霞客 �楚游日记  

记:唐天复年间 ( 901年 ) , 秘书省正字陈光问,家住

严塘, 读书灵岩。这说明 !岩塘 ∀得名历史悠久, 而

转名 !严塘∀,至少在明崇祯年间。
!岩塘∀得名,与石峰仙有关。石峰仙为庞大山

群,主峰亦名石人峰,因峰峦远眺如人形而得名,海

拔 1344米, 为茶陵县境 (含边界 )第二大高峰。石

峰山地峰峦起伏,山脉清晰, 流水深切, 形成全县由

东南向西北倾斜的山河地貌, 面积 686. 89平方公

里, 约占全县面积的 27. 48% ,其中海拔 1 000米以

上的山峰 24座。仅在严塘镇内和边界处, 就有海

拔 1 344米石峰仙、海拔 1239米的桂竹龙岭、海拔

1 178米的大金山和海拔 1 016米的婆婆仙。

!岩塘∀得名, 亦与严塘河有关。严塘河亦名沤

江, 发源于境内和吕村内的石峰仙, 流经严塘、洣

江两乡镇, 于洣江乡新河村和尚庄汇入洣水, 全长

38. 8公里,流域面积 159. 5平方公里。岩口水库上

游, 山势崇崇, 山高谷深, 河流如白龙翻滚, 声动数

里, 水势湍急, 人临江岸,水浪拍岸,骇人心魄。下游

流经冲头以西,多为花岗质红岩丘陵区, 流水侵蚀,

多以片蚀、沟蚀、崩岗为主,江水较浊,泥沙多。若山

洪暴发,则浊浪拍岸, 裂石卷土, 江流如赤龙咆哮而

去, 与上游景观殊异。因下游多红岩丘陵区,植被稀

少, 水雨难以涵养保留, 乡民多筑山塘,蓄水种稻养

鱼。因山多岩多水多池塘也多而得名 !岩塘 ∀。

1932年严塘始置乡, 1989年撤乡建镇, 镇政府

所驻樟市,离严塘集镇仅 0. 3公里,集镇建设倚山坡

呈矩形布局, 人口 1 540人。有胶合板厂、农机厂、

型铸厂、草席等厂,学校、医院一应俱全;集市交易,

以草席和茶油为大宗;有公路通县城。

灵岩位于境内沙溪村和洣江乡石良村邻界处,

方圆近 10公里。徐霞客 �楚游日记  载: !或三面四

环如玦者,或两对叠如门者, 或高峙成岩其中空如洞

者, 每每而是∀,说明灵岩为一方胜景。其中心景点
为灵岩石窟,亦名灵岩, 深 70余米,穹高达 20余米。

窟外石崖三面环护如城垣。洞门朝东, !每月出, 岩

中明如昼,故称 &灵岩夜月 ∋ ∀, 列为 !茶陵八景 ∀之
一。据旧志载:唐代严塘人陈光问家贫时,隐此读书

治学,常对月夜读, 69岁考中进士。
[ 5] 603
唐代始依窟

建寺,后历代重建重修。今存灵岩古寺,山门依穹门

而建,寺舍庇于窟内。石窟内原有石雕及铜、铁佛像

100余尊。宋代诗人黄庭坚游此写有 �灵岩寺  诗:

!大夏高堂未足论, 凿时功力借乾坤。广长可坐三

千客,今古惟留十八尊。谷口白莲生玉沼,壁间青蔓

挂云门。开山肖老今何在, 六股鸣环锡杖存。∀ 1951

年在清匪反霸战斗中, 部分佛像被损, 1966年佛像

尽毁,仅有残迹,山门和外墙残垣及题刻 9方尚存。

灵岩寺以南半公里处, 有对狮岩;对狮岩以北半里,

又有伏虎岩。伏虎岩以南 1公里处,有天然石梁, 跨

度 20多米, 穹高 10米左右, 如今石梁下有公路穿

行。徐霞客称颂: !石梁横跨, 此中八景当第一 ∀。

灵岩胜景,处处有 !岩∀, 说不定历史上 !岩塘 ∀得名,
与其有很大关系。但史无记载,需要考证。

五 # 火田镇
该镇位于茶陵县东北部, 距县城约 27公里, 镇

政府驻五门。总面积 125平方公里,有耕地 1553. 3

公顷,现辖 1个居委会, 14个村委会。总人口 4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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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1. 91万人。

火田得名,始于何时, 难以稽考。历史上因镇域

水源极少,十年九旱, !田似火烧 ∀,故名 !火田∀。其

得名应早于清光绪�湖南通志  录此地名之时, 远推

测当在唐代。据县志记: 唐元和年间 ( 806 - 820

年 ) ,尹京为衡山伯, 三子雄飞狩猎茶陵, 定居火田。

北 4公里连溪村为茶陵汉时县治。汉元朔四年 (公

元前 125年 )封刘欣为茶陵侯, 于此建城, 称 !茶王

城 ∀。 !火田 ∀之 !火∀�说文解字∃火部 称: !火,燬

也 ∀, 古文中一般是指物体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

焰。
[ 6]
火田镇 !火田 ∀,在湘东的语言系统里, 也可指

!火烧田 ∀。旧时湘东山区或丘垅中, 因战祸或自然

灾害, 多有抛荒田, 数年后田里长着杂草蒿类的植

物,乡民常常要放火烧田, 谓之 !烧荒 ∀。有时因有

煌虫之灾或旱灾,致使禾苗枯萎, 颗粒无收, 乡民也

放火烧田, 谓之 !烧灾 ∀。火田镇之得名, 究竟属于
哪一种情况,还难以结论。不过, 因境内水源极少,

!田似火烧∀,似乎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

境域古时为村落, 清同治九年 ( 1871年 )已有

!火田市 ∀之名。清时 !市 ∀即 !圩 ∀。这说明火田
圩,设于清同治年间, 到 1932年始设为乡, 1996年

撤乡建镇,火田圩街区沿公路两侧布列,人口 1830

人。镇内有矿石粉厂,农机修配站厂,农机站等。集

市交易以禽、蛋、鳅、鳝为大宗。现五门集镇 (火田

圩 ) 3公里主要街道已硬化, 学校、医院等基础实施

一应俱全。

其实,旧时火田镇一带河流不少,有茶水自东而

西,流经境中; 另有茶水一支流贝水 (贝江 )自北而

南,纵贯境西;还有一水叫芙江,流经八团乡政府驻

地前二三里,又有发源于鸡冠石的另一条支流汇入

其中。至此三江合流,经红色农场境内,于芙江村内

汇入洣水。为何还缺水? 唯一的解释是森林植被遭

到了严重破坏。1993年 �茶陵县志 ∃乡镇简介 记:

与火田乡临近的 4个乡镇, 八团乡的森林覆盖率约

为 52%, 尧水乡约为 35%, 高陇镇约为 33%, 火田

乡约为 30%。 1949年以后, 境内森林又遭到 !大跃

进∀和 !文化大革命 ∀破坏。近 20年来, 火田乡森林

植被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要改变境内生态环境,还

有待时日。

汉元朔二年 (公元前 127年 ) ,茶陵侯刘欣建茶

王城,为茶陵建城之始, 号曰 !茶王城∀。清光绪�湖
南通志 记: !茶陵故城在州东五十里,汉置县, 属长

沙国,晋属湘东郡, 宋齐因之,隋省入湘潭而此城废,

唐复置即今州治。∀清同治�茶陵州志 所绘制的�州

境山水总图 和 �州境铺都墟市全图  , 都标明 !茶王
城∀位于当时的十二都, 并明确指出: !十二都在城

东北%%北界攸县,至城五十里。∀清同治年间的十

二都,中心地带在茶陵县火田乡, 现经考古挖掘证

实, 茶王城在火田乡的莲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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