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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 言

《杞县地名志》自20世纪80年代筹划，至今已三十年了，由于种种原因，历尽沧桑，数易其稿，终于

将要付梓出版了，可喜可贺!它是杞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时跨最绵长、记载最全

面的专业志书。它上溯商代，下至今天，囊括了杞县各类地名信息，是地名科学研究最新成果之一。

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化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

语言文字的创新，人类在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过程中，对具有特定方位、特定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

体，赋予约定俗成的文字代号，而后逐步由少到多、由简到繁，随着朝代更替，沧海桑田，地名也随之演

变至今。故各类地名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依据，是人类历史的见证。

为了推广使用标准地名，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杞县民政局编纂了《杞县地名志》。它全面地、系统

地、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杞县地名信息，重点反映了杞县县域地名的含义、来由、归属、兴衰、更迭和沿革，

以及它所代表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独特信息。杞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县境内的二

里头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遗址的发现，记录了杞县人类发展的信息和文明史。历史考古证明，在

二里头文化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以其特有的聪敏才智。

谱写了杞县熠熠闪光的文明史。

《杞县地名志》的问世，是杞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喜事，它不仅具有资政、借鉴、存史的重要价值，而且

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标准化服务，从而结束千百年来因朝代更替而造成的地名混乱的历史局

面，开创地名管理工作的新纪元，服务当代，惠及后世，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当今的杞县，政通人和，海晏河清，社会风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盛世修志，恰当其时。正

是由于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广大干群热情参与、专家学者精心指导、参编人员共同努力．一部内涵丰富、

图文并茂、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地名专著，才得以杀青。值此新书问世之际，恳请读者认真翻阅，

并能从中受益，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

难免，还请读者海涵，编者将不胜感激。

汤宗立

2012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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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1．本志编纂出版，以《河南省地名志编纂方案》为主要依据，结合杞县实际情况，突出本县地方特色，

使之服务当代。垂鉴后世。

2．本志的编排顺序为：各编前有内容提要，后为图、文、表、册、体例，内容力求繁简适宜，准确明白。

3．本志对全县各类地名逐一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做到了定名、定音、定义、定位、定性。同时又注意到

尽量保持地名的稳定性。

4．本志除政区、聚落地名全收外，其余各类地名均有重点地选收。

5．本志所使用的两地距离，均为直线距离，使用两点定位法。各类地名均以县城为基点，按方位写出

距县城里程；乡镇辖境之各类地名，除首先写明在县城方位、直线距离外，还写出其在乡镇驻地的方位及

相距里程。

6．为了书写、叙述方便，志文所涉及到的“村民委员会”，简化为“村委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

队”简化为“公社”、“大队”。

7．民族的表示，如总人口均为汉族，族别省略；如其中少数民族超过1％，则写为其中有X族×人。

8．地名的汉字书写，均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首字为准。地名的读音，以汉语拼音为准，统

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制

定的《城市街道名称汉语拼写规则草案》拼写。

9．年代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性叙述中，清代及清代以前使用的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的注

明“公元前⋯⋯年”。公元元年以后注明为“公元⋯⋯年”。民国时期只用公元纪年。

10．地名的来历及沿革，有根据的直接收入；民间口头流传的，写“相传”或“据传”。

11。本志所牧政区、自然树、村民小组、户数、人数及耕地面积均以2010年杞县统计局统计年报数字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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