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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茶陵县现辖 13个镇 11个乡, 以人文物象命名的地名主要有首善镇 (城关镇 )、思聪乡、舲舫乡等。这

些地名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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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f 13 towns and 11 v illages in Chaling County, the tow ns or v illages 'names wh ich contain human istic

and physical im ages are Shoushan Town ( county tow n), Sichong Township, L ing FangV illage and Taokeng Town�
sh ip. These p lace names are full of cu ltur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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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县位于湖南省东部和湘东山地南部的洣水

流域 (湘江支流 )。据  元和郡县志!云: ∀因南临茶

山,县以为名 #。境内多大山, 丘岗、田垅相望。县

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首善镇 )炎帝南路。现有 13个

镇、11个乡、2个农林场, 以人文物象命名的地名有

首善镇 (城关镇 )、思聪乡、舲舫乡等。本文试对其

一一解读, 所涉及当代的一些地理、人口和经济数

据,皆以 2002年 12月为准。

一 � 首善镇 (城关镇 )

该镇位于县境中部偏西南,湘江支流洣水之滨。

旧名首善镇,南宋以来历为县治。 1981年由公社改

称城关镇, 因位于茶陵县城而得名, 镇政府驻交通

街。 ∀ 1938年,取  汉书 ∃儒林传 !教化之行,由内及

外之义置首善乡。#
[ 1] 85
全镇总面积 14. 2平方公里,

有耕地 202公顷, 现辖 10个居委会, 4个村委会,有

居民 19562户共 5万余人,多系汉族。

∀首善镇 #得名较晚, 但应与集镇、县治、地势及

文化有关。

取名首善镇, 与建集镇、县治有关。茶陵, 汉高

祖五年 (公元前 202年 )置县。至南北朝刘宋王朝

时, 就 ∀代若传舍了 #。[ 2 ] ∀舍 #, 古语中有多义, 但一

般指房屋、客舍之意。 ∀传舍 #, 意为古代供官员及

传递政府公文的人休息、住宿的地方。这说明其时

茶陵县治已有驿站。侯国之地置驿站,必在水陆交

通方便,人口繁多, 经济条件为优之处。从各方情况

分析, 今城关镇内, 古时设置驿站的可能性极大。

∀代若传舍 #时期, 茶陵仍以县名。 ∀隋开皇九年

( 589年 ), 省茶陵县入湘潭县。唐武德四年 ( 621

年 )再置, 属南云州。贞观九年 ( 635年 )废茶陵县。

圣历元年 ( 689年 )复置, 属衡州。唐迁县治所于今

县城。# [ 1] 84
唐武德 4年之后, 县治应在今县城。有

关史料载:南云州下辖茶陵、攸水县分置的安乐、新

兴两县,及阴山、建宁共 5县。州治, 据  舆地纪胜 !

载: ∀唐武德四年即故城置南云州,仍复立县。#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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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茶陵县志 ∃县城建设 !载: ∀今县城城关镇, 古称

茶陵镇。#该志在  乡镇 !中又云: ∀集镇形成于唐,北

宋时因造船业的兴起而发展。#唐置茶陵县治于今

茶陵县城城关镇,这就为 ∀首善 #的命名, 奠定了物

质条件,使其逐渐形成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聚集中心。 汉书∃儒林传序!: ∀故教化之行也,

建首善自京师始。#后称京师为首善之区。民国县

政府改称茶陵县城为 ∀首善乡 #, 是有劝县治人们首

行教化之义。1941年民又改首善乡为首善镇, 1955

年改为城关镇, 1958年称城关人民公社, 1982年恢

复城关镇。至今仍称为 ∀城关镇 #。

取名 ∀首善镇 #,也与其地势有关, 镇域历为 ∀三
路襟喉 #之地,据明嘉靖四年 ( 1525年 )  茶陵州志 !

载:宋绍定中, 湖南安抚使余嵘谓茶陵: ∀界三路之

间 #,扼湘赣要冲。 ∀三路#,当指南宋时湖南、江西、

广东三路。∀襟 #, 古文本义意指衣的交领。后指衣
服的前幅, 如大襟、小襟等。后又演化为 ∀襟带 #、

∀襟要#等词,意为地势萦廻险要之处。 ∀襟喉 #,为

湘东土语,意为衣襟围裹喉咙的地方。 ∀三路襟喉 #
之地, 是指此地三路交汇, 地当要冲, 北向可达两湖,

东可出江西、福建,南下可至广东、广西。 1949年后

又有 106国道线, 以及 ∀三南 # (闽南、赣南、湖南 )公

路交汇于此, 县城四周, 又位于洣水与茶水、文水

(马伏江 )合襟处。南、东、北三向洣水环流, 西面云

阳诸峰联立如屏,地势险要。唐朝黄巢、南宋岳飞和

辛弃疾,明末张献忠、清代太平天国等农民义军,皆

在此用兵。民国二十七年 ( 1938年 )命名为首善乡。

首善之 ∀首 #:  说文解字 !: ∀与自同, 古文自也。#

自,头也。这说明置首善之区, 必是一域之内的中枢

地带, 犹如人之头。茶陵县治 ∀三路襟喉 #的地势,

作为首善之区是完全符合条件的。

∀首善#之地,亦与县治文化的积淀有关。西汉

武帝元朔四年 (公元前 125年 ) ,茶陵侯刘欣筑 ∀茶

王城# (今火田乡莲溪时 )。唐武德年间 ( 621 - 624

年 ) ,南云州治设于此, 县治设今城关镇一带。以后

茶陵建置几变, 直至宋大中祥符年间 ( 1008 - 1016

年 ) ,邓宜任茶陵知县时筑 ∀金州城# (今思聪乡大兴
村 )。南宋绍定四年 ( 1231年 ) , 知县刘子迈将县治

迁置唐址,并主持建筑了 ∀茶陵古城 # (今城关镇内

∀茶陵古城#遗址 )。南宋绍定五年 ( 1232年 ) , 茶陵

知县刘子迈因 ∀江水荡决南城 #, 遂 ∀铸铁犀数千斤
置岸侧压之。#这就是著名的 ∀茶陵铁犀#。

茶陵铁犀乌黑暗亮,卧姿生动, 犀高 1. 1米,长

2. 1米,宽 0. 8米, 重约 3. 5吨, 系用亚共晶白口生

铁分三次浇铸而成。历代文人吟咏铁犀诗文颇多,

尤以  茶陵铁犀诗 !流传甚广。诗曰: ∀铁牛生来在
茶州,不知流落几千秋。狂风呼呼毛无动。细雨霏

霏汗直流。青草遍地懒开口, 金鞭任打不回头。牧

童尽力牵不去,天地为栏夜不收。# 1953年县政府拨

款重修犀座, 1982年重建犀亭。 1983年湖南省人民

政府将其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镇内明代建有文

明塔 (已毁,今洣江乡中瑶村境 ) ; 明嘉靖八年 ( 1529

年 )建有笔支塔 (今洣水与茶水合襟处的虎形山, 又

名东门塔 ) ,被称: ∀云州一柱 #, 登临可瞰览四周风

物、一线江流和城廓风景。北宋初所建茶陵文庙,经

几迁几毁,至民国十九年 ( 1930年 ), 县民捐资建文

庙大成殿, 20世纪 60年代还基本可观, 但 1975年

∀批林批孔 #运动中被拆,改为茶陵二中教室及教师

宿舍,配祠等亦荡然无存。

∀茶陵铁犀 #与 ∀茶陵文庙#的文化衣铱代代传

承, 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积聚这地, 首置首善乡, 是

有其用意的。加之县城之内,近代北伐战争、土地革

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与北

洋军阀及国民党军队, 都曾在此争锋力战; 1927年

这里曾建立过全国第一个县苏维埃工农兵政权, 直

至 1935年, 这儿一直为国共两党的 ∀白区 #和 ∀红

区#分割地带。因此,国民党政府将县治改名为 ∀首

善乡 #,后又改为 ∀首善镇 #, 有其深刻的政治内含。

可惜,国民政府因政治腐败, 经济凋弊, 民生痛苦,此

时已无力 ∀首善 #了。

二 � 思聪乡

该乡位于茶陵县城北缘,乡政府驻老虎山,距县

城约 2公里。 1961年成立思聪公社, 1984年改称为

思聪乡, 是 ∀为纪念著名烈士谭思聪而命乡

名。#
[ 3] 175
该乡总面积 35平方公里, 有耕地 819. 3公

顷,现辖 13个村委会,有居民 9194户共 3. 01万人,

系汉族。

∀思聪 #乡得名,颇有意味。该乡民国时期。先

后属云虎乡、五溪乡。 1949年后分属五区、一区、十

区 (后改为洣江区 ), 1956年为纪念著名革命烈士谭

思聪, 命名为思聪乡。谭思聪, 1908年生于虎溪乡

(今思聪乡 )唐家坳一贫苦农家。 1924年考入县私

立汇文中学。学生时代喜读  水浒传 !、 三国演

义!、 薛刚反唐 !等历史小说,崇拜小说中所描写的

英雄人物。1925年秋曾与同学在家乡组织虎溪区

洣江书院同学会, 发誓共御豪坤及子女欺侮。 1926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发展党员, 建立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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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立共青团外围组织奋斗社。1927年春, 他积极

参加县农民协会活动, ∀马日事变 #后, 转入平水一

带坚持斗争。同年 8月,聚集几十名农运骨干, 组成

茶陵游击队, 活动于茶陵、安仁、酃县 (今炎陵县 )、

攸县边界山区。 11月 18日, 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

谭与陈韶等人在县城组建中共茶陵县委。 12月随

工农革命军转入宁冈砻市, 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28年 2月谭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之后配合朱德

等率领的红四军攻克茶陵县城和高陇以及江西永新

城。1929- 1931年, 先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

委、特委执行委员、赣西南特委委员等职, 后任中国

工农红军湘东独立师政委。 1931年 4月, 谭率独立

师配合红七军,在江西永阳、安福 (今莲花县 )等地,

重创国民党军七十七师和五十二师。7月任湘赣独

立一师政委,至 9月率部与其它地方武装,钳制国民

党军 7个师计 6万余兵力。 1932年 1月 3日, 在江

西永新县钱市街伏击战中, 中弹牺牲。后湘赣省苏

维埃政府, 批准茶陵县第四区命名为 ∀思聪区 #。

1956年解放后, 县人民政府将原虎溪乡, 命名为 ∀思
聪乡#。 1967年 2月, 谭思聪烈士遗骨,由江西永新

路江镇郊,迁葬茶陵烈士陵园。

事实上,民国时该乡域, 时称云虎乡,时称五溪

乡。1949年前夕,又称为虎溪乡。因境内有一老虎

山地名,故名。明崇祯  长沙府志 !载, 茶陵州一都

有老虎山渡。  大清一统志 !谓, 州北有虎山, 即皆

指此山,因山为名。老虎山,是因山上曾有老虎而得

名,还是因山之形状如虎而得名, 难以确认。不过,

湘东地名的命名, 如山状如虎, 多数会命名为虎形

山。老虎山,可能历史上确有虎居。境内西北属武

功山区,民国时期仍留有 ∀云虎 #之名。茶陵县城从
置县之始,唐时今城关镇内就有较大集镇,是水陆交

通枢纽,又是人和物聚散中心。但旧时交通不便,时

有虎患,也是可能的。至明徐霞客游茶陵时,  楚游

日记!中就有老虎为患的记载。如记云嵝山时: ∀云
嵝山者,在茶陵东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庙

(指云嵝寺 )初,孤舟大师开山建刹,遂成丛林, 今孤

舟物故,两年前虎从寺侧攫一僧去, 于是僧徒星散,

豹虎昼行, 山田尽芜, 佛宇空寂,人无入者。每从人

问津, 俱戒莫入。#因此,老虎山, 应名出有据。1993

年  湖南古今地名辞典 !记茶陵 ∀老虎山 #,引徐霞客

 楚游日记 !载, ∀茶陵州山有虎窟。#这 ∀山有虎
窟 #,是指在火田乡沙江与茶水交汇处 (今火田镇江

林 ) ,虽不能为 ∀老虎山 #名的由来提供任何确证,但

说明当时茶陵县多有虎患,倒是确切。

三 � 舲舫乡

该乡位于茶陵县城东南,乡政府驻堤洲坳,距县

城约 11公里。1961年建立舲舫公社, 1984年改为

舲舫乡。因 ∀昔有竹木筏和舟船于此停靠, 故名舲

舫。#[ 3] 179总面积 87. 4平方公里。有耕地 1048. 1公

顷。现辖 18个村委会。有居民 7333户共 2. 88万

人, 均系汉族。

舲舫何时得名, 难以稽考, 不过, 1993年  茶陵

县志 !记: 唐代江西宜春李日余, 任茶陵同知离任

后, 留居舲舫中洲。这样看来,舲舫得名当在唐代。

舲, 即为有窗的小船。楚 ∃屈原  楚辞 ∃九章 ∃涉
江!: ∀乘舲船余上沅兮, 齐吴榜以击汰。#舫,原指竹

木筏, 后泛指船。  说文解字 ∃ 舟部 !: ∀舫, 师船

也。#又指两船相并之状。  李隐 !: ∀舫, 谓并两船

也。#然而,据 1992年茶陵舲舫乡  何氏本居族谱 !

记: 舲舫原名 ∀翎舫 #。茶陵何氏老祖何翎公, 南宋

末年在朝廷户部为官,因与权奸贾似道政见不合,便

致仕归江西泰和去。因路过这儿,见沙洲状如小船,

四周山环水绕, 风景绝佳, 便想迁居此地。元初, 泰

和一带元兵侵扰, 便携家小, 从江西迁居湖南茶陵

县, 定居后便叫居地为翎舫。清乾隆末,茶陵秩堂大

学士, 闲居在家。有一次坐船去茶陵县城, 路过翎

舫, 上岸找何氏乡贤探询翎舫由来,得知何翎公迁居

之事后,便改名为舲舫。

境内旧时沿洣水两岸, 人多田少, 因得洣水之

便, 从事船运、放排、捕鱼者甚多。至 1993年, 从事

放排者还有不少。洣水流至舲舫, 在中洲村有洣水

最大支流洮水 (在炎陵县内称沔水 ), 汇入洣水后,

河道渐宽,水流平缓, 流至舲舫至官溪村一带, 两岸

又有其它 3条小溪汇入, 更添水势。加之上游山区

多产竹木,旧时又是洣水两岸人们入城重要水道,船

工们在此多扎竹木排,顺水漂至衡阳、株洲、湘潭、长

沙一带;又有船只渡人入茶陵县城,故旧时多竹木筏

及舟船,停泊于此。久而久之,乡贤就以舲舫名之。

茶陵竹木筏,多为 3 ~ 4路 ( 6节为 1路, 每节 12绞

~ 16绞,每绞 2根 )的 ∀人字排#。[ 4 ] 162
人字排上常建

小木屋,竹木为墙, 杉皮盖顶,放排工多带家属,住居

其间,至大高埠或码头, 常上岸采购食物。竹木送至

目的地,交清一切后, 排工及家属, 便由旱路或水路

返回,时间短者 1 ~ 2月, 长者 3 ~ 4月。舲舫之得

名, 实有其据。

乡政府驻堤洲坳, 但乡名仍以 ∀舲舫 #名之, 可

见历史上舲舫水运之发达。境内产稻谷、棉花、花

生、大豆、油菜籽。集市贸易, (下转第 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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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让所设计的包装便于日后加工处理。

如果包装不同部件所需材料不同,则要尽量避

免在各材料间使用连接剂, 应通过结构设计提高各

部件的可拆卸容易度, 以利于废弃包装材料的分类

回收与利用。同时与资源再生循环要求相适应,还

应尽量采用再生材料或废材做包装材料, 以力求实

现整个资源循环过程的闭合,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设

计的力量,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量,放缓资源的物质

流动速度。

包装工业作为国家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功能和地位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装在发挥保

护商品、方便流通、促进销售、提高商品价值的同时,

也具有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等负面影响。

随着包装工业的迅猛发展, 资源的高消耗和包装废

弃物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包装工业是最

迫切需要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业之一, 走循环经济之

路是包装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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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花生,大豆、油菜籽为大宗。

舲舫蚕丝,历代有名。五代时,楚王马殷规定百

姓以丝绢纳税, ∀茶陵县农民大量种植养桑

蚕 #。
[ 4] 124
宋代茶陵为湖南境内 14个蚕桑主产县之

一,居湖湘第 6位。明嘉靖元年 ( 1522年 ) ,茶陵自

制土绢。清光绪年间 ( 1875~ 1908年 ), 茶陵各都团

提倡蚕业。民国时期, 因政府推广植棉, 蚕桑业下

降,至抗战日军犯茶 ( 1944年 ), 桑园桑树尽毁。直

至 1949年止, 种蚕人极少。 1969年, 县内蚕桑业,

开始恢复。 1977年, 茶陵被列为湖南省 14个产茧

重点县之一。主要分布在洣水两岸河滩地, 尤以舲

舫为多。 1976年, 舲航公社兴建舲舫丝绸厂, 有提

花被面、丝绸、平板绸、羽纱等产品, 其产品销往上

海、广州、新疆、深圳、台湾、香港等地以及新西兰等

国。尔后至今,大致保持 8~ 10吨的缫丝规模, 为湘

东较大丝绸厂之一。因境内蚕桑多, 又有舲舫丝绸

厂, 更使 ∀舲舫#之名, 传闻湘东及其它省、市地区。

在一些国家,也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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