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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编纂地理志，是中国地方志书的固有传统。自北宋以 【

来，历朝修志，无不重视地方区域地理情况的编写，因为地

理志是以记述山川形势、政区沿革、都邑兴废、物产贡赋，

以及户口人丁，便于官府施政牧民。

．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准所限，人们对自己所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了解不足，所反映在地理志的编纂上也同样囿于

局见。表现在己往地理志的卷目上则多是：河渎津渡、山川

丘壑，以及封域关隘、天度星野等地表现象。直到1938 ，

年，黎锦熙先生在纂修陕西《城固县志》时，才对旧方志地
。

理卷的传统撰写方法提出了新的观念。他讲到：。国中一切旧

有新修之方志，关于山川纪述，概无科学之基础与方法；今

若犹不改良，殊失修志之现代性，故特创分两篇，本篇地

形，后篇水文；前综山川，后主水道。两篇皆尽先为科学的

调查与说明⋯⋯”黎氏不仅提出了编写地理志的新观点，且

内容子目也列出了具体的意见，对民国年间的修志工作起到

了一个促进作用，相应地丰富了传统的修志方法，使编写地
。

理志的体例出现了一个突破。黎氏的这个突破，给我们的重

要启示就是要想编好当代新的地理志，一要吸收和继承前辈

修志专家的精华，二要尽可能的吸取当代有关地理研究的新

成果，’以展现新编地理志的科学水准和时代精神。

新编地理志，既要记述所辖区域的自然地理，而且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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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地理志

记述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诸方面的翔实现状与历史状况，诸
如：地域特征、自然地理各要素的发展、演变，资源分布以

及储量、人文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各项要素变化的规律

等，以体现当代地理志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新编《洛阳市地理志》是洛阳方志著述的新作，是古都

洛阳三千余年建设史中的第一部地理志专著，它继承了我国

地理志书的传统，运用中国方志学的地理观，改革了旧方志

关于地理专卷的部分体例，扬弃了旧方志的一些不合理的条

目，在内容上充分采用现代地理科学中最新的科研成果。祈

望在新编地理志的实践中，体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

的当代修志方针，希望能探索一点有益的经验。同时，希望

能为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学的创建做一点积极的贡献，并衷

心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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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豫西山区与东部平原的过渡

地带。c由于伊，洛二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这里，形成了富绕
“

的伊洛盆地，洛阳处在伊洛盆地的北缘。邙山自渑池蜿蜒而

东i‘穿过孟津、、偃师、巩县，逐渐消失在黄河南岸，形成洛 一

阳的天然屏障。‘i■一：， _o’-1|-j■：?‘：．曩：：：!?o}7；．一j 7∥·
5

j。洛阳市的地理位置是：⋯西起东经112 7 l∥”东至东经。一

112。，367，东西跨有经度217；。南起北纬34。337，北至北纬 i，

34 e 467，南北跨有纬度137。洛阳市地处中纬度地带，-气温

适中，雨量较为充沛，年平均气温14．60C，年平均降水量 一
60I毫米。境内河渠密布，，伊。洛、漉√涧从中流过，土地，

肥沃，．物产丰富一 -．_j ‘，
一’ 一一．n l；一7一： ，，

j≯洛阳市北与孟津县接壤，．西和新安、’宜阳两县搭界，．南，

与伊川县毗邻，东和偃师县相连。市区东西长27．5公里， 一．

南北宽16公里，总面积(包括吉利区)达544平方公里，
约占全省面积的0．3％。

一 洛阳市地处黄河中游，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具有的自

然形势，都非常优越。黄河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摇篮，洛 ，

阳市又居黄河流域的中心位置，这在洛阳城市发展史上，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从大范围来看，洛阳市当中原地区的

中心，周围山河环抱，自古以来，就受到政治家，军事家的 ．

重视。由于它北阻黄河，遥对太行、王屋，南向嵩岳、伊

阙，东据成皋，，西有渑池、函谷，四周关山，所以东汉傅毅

√．’'。 广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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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地理志

在《洛都赋》中说：。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

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四周有险可守，也是洛阳城市得到

发展的又一有利条件。 一 、 j

洛阳市自古以来交通便利，运输方便，这里河流纵横，

因而有舟楫之利。它北至幽燕，南至江淮，西对关陇，东对

黄河下游的平原，道路远近，相差无几，对四方来说，洛阳

有居中御外之便。所以西周初年，武王伐纣灭商，“营周居于

洛邑”时，周公姬旦就断言“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

．均”：出土的西周《何尊》中说：。余其宅兹中国”。东汉、‘

一 魏、晋、隋唐时，这里更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故宋代李格

。，k非在《书洛阳名园记后》中写道：。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渑崤

‘。之阻，一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在船运车载的古
‘

代，适中的地理位置，。既便于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全国，也

便于各地输入贡赋，所以是建立国都的理想地方。历史上曾
． ，有十二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余年．-t j：．、： 一

’，：今日洛阳市是陇海、焦枝两大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又为
、、 洛宜铁路的起点，公路交通四通八达，是重要的物资集散

地，这对洛阳市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

影响。 ’．：．。，、： r”．。 々．：’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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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沿革

第二章。建置沿革7
÷’、、． 一

。‘
‘

．一 rj

’?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位于洛河之阳，故名洛阳。洛阳在

历史上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唐人孔颍达日：。洛

． 阳居滹、‘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

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渑崤，．据河关之胜。”由于

“洛阳地理位置险要，自然资源比较丰富，7所以夏太康与桀居

于洛，?定斟邵为都始，．继之自商汤迁都西毫，周武王定鼎郏

郦，周公营建洛邑，始建城市；周成王。初迁宅于成周”；周

．平王迁都王城，又为京都。历经夏、商，西周(成康之世)东

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

为都城，．历史千余年。。俗称。九朝古都”，其建置沿革如下：

j．武王灭商后，i为镇服东方各族，在洛阳营建军事城堡，’

并将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从殷都朝歌迁到洛阳后又回到镐

．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武王定鼎于郏”，“营周居于洛邑

：而后去”：成王继位后，按照武王的遗愿，、又命召公相宅，

周公营洛。洛邑建成后，，叫做成周，表示周朝开国大业的完

成。 一一
’

-1．： 一 ．‘

” 周平王为避西戎之乱，迁都洛邑，史称东周，洛阳又一

次成为帝王建都的地方。洛阳作为东周国都历二十五王，经

-五百一十八年(历代记元表)。 ，7 一 。 ：o’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第·个中央集

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洛阳属三J|I郡，洛邑为河南县，下都

? 一3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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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地理志

为洛阳县，两县并存。”三川郡守治洛阳(《方舆纪要》)。①

公元前206年，楚汉之争，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都洛

阳。公元前205年，申阳降汉，刘邦入洛，。置河南郡，领县

二十二’，称洛为。雒”属河南郡，郡治雒阳，河南县与之并

存。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曾一度定都雒阳，后迁

长安，史称“西汉”，雒阳为陪都地位。

．公元8年，，王莽篡权，史称“新朝”，雒阳为东都。新莽

改雒阳为宜阳，改河南郡为保忠信，治雒阳。。 o一一
‘

公元23年，更始帝刘玄定都雒阳，复洛阳名称。 ，，．，

7．．公元25年，。光武帝建武元年，刘秀定都洛阳，：复改洛

为雒，设司隶校尉，’并治雒阳。雒阳属之。‘建武十五年．j(公，

元40年)．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尹属司隶校尉，领县二十

矿，河南尹治雒阳。“建安十八年：(公元214年)，’撤销司隶‘

校尉，‘从属豫州。京都下设二县，即雒阳县治都城，河南县

治王城。 ．-．-
，

．

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废汉献帝，建立魏朝，定都洛

阳，恢复洛阳名称。另置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撤销河南县，

并入洛阳县，尹、，县治均在洛阳。， ：1。，一⋯，‘，一
，．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史称西

晋，定都洛15日．太康元年设司州，州统十二郡，领县一百。

河南郡属司州，．同时恢复河南县。郡统县十二，首洛阳，次

河南。州、县治洛阳，河南县治王城内。 ，

公元312年，西晋灭亡。公元317年，中原大乱。匈奴

族刘曜占洛阳，改司州为荆州。公元325年，羯族石勒占据

洛阳，定为南都，置行台侍御使于洛阳，以洛州行司州职，

①注：三川郡治所有胡三省治洛阳说；全祖望治洛阳徙荥阳说；臧励和的治荥阳迁洛

阳说；王三谦的治荥阳说。。

．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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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洛阳市地理志

年(公元761年)罢东京，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复

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洛州为河南府，领县

六，。置尹，县属府辖，河南府名自此起。o J．

五代梁为西京，唐复为东都，晋又为西京，汉、周均袭
t，t·j

．_ ’一 ．一 ，、． -， 一
，+

o
‘

。 ’
。。 '， v- t、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都汴梁(今开封市)，，

仍以洛阳为西京，并设河南府‘、洛阳郡。府领县十六，洛

阳、。河南二县均属府辖。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3年)，撤

销洛阳县并人河南县，哲宗元字朽二年(公元1087年)恢复‘
洛阳县。府、1郡治均在洛阳县。’、，

‘

～一 ．．

，-公元1127年i．金人占据洛阳，初置德昌军(藩镇名>：

改河南府为金昌府r领县九，’洛阳县、河南县均属之。：兴定’

元年(公元。1217年)7 8月升为中京；是金朝时的五都之

；，．居陪都地位。金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撤销河南

县，并人洛阳县。 。．-

√-“j一．：。一
、。．‘ 、

． ，元朝，洛阳县属河南行省(后改河南江北道)河南总管

府，府治县。府领录事司一、’县八、州一。’ j

、明朝朱元璋废元制，在洛阳设河南府，府领州一，县十

三。洪武初兼置河南卫，洛阳县从属河南府。明光宗元年．

(公元1620年)，改洛阳为雒阳。 ·一-。o。 i
一

．．

， 清朝建立后，仍沿明制，洛阳从属河南府，府领十县，

府治洛阳县，同时恢复洛阳县名。顺治中，撤销河南卫并人
洛阳县。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属河陕汝分守道。、

r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二年废河南府。：河

陕汝分守道，设置河洛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道尹

公署设洛阳，洛阳县属之。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吴

佩孚统治洛阳，将河南省长公署迁洛。民国十六年。(公元，

1927年)5月，冯玉祥到洛阳，撤去河洛道尹公署，改为豫

～，，

’、 蕈，
“ ●

量



．_ ‘。西行政长官公署。同时，．将县辖之龙门以南地区划去，设自 ．j

l 由、平等二县f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3月，国民1

． 政府撤豫西行政长官公署，置河南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一

。 署，治洛阳，洛阳县属之。是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打上一

， 海，国民政府定洛阳为行都，并迁洛办公。同年5月，．与日
?’ 本订立投降条约，’12月迁回南京。同时合并平等、．自由二

： 县为伊川县。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第一战区司令
，

。

长官卫立煌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该司令部设洛阳，是年秋，
7。 河南省政府由河南镇平县迁洛阳，洛阳成为抗战时期的省

，|
。，会。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5月24日，日本侵略军

j， 攻占洛阳，建立了汉奸政权伪“洛阳县政府，：。民国三十四年。

j 。九月(公元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
。 降，9月国民政府派员来洛阳“接收”，重新建立民国政权洛。1。

．．1’ 阳县政府，仍属第十专员公署辖，洛阳县与第十督察专员公
一、

‘暑二机构合署办公。
‘

1‘。 一

√ 1948年4月5日，洛阳解放，当月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
’

立，洛阳市、洛阳县并存。1949年1月16日洛阳市、县合署办I_

?+ ， 公，名为洛阳市县民主政府。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

o‘ 立，市、县分治，市治民主街，县设西大街，市、县均归属洛
一 7．一阳专署领导．1954年4月19日，洛阳市归属河南省政府直接领

。 导。1955年，一洛阳市工业建设飞速发展，为适应新的形势需
， 要，11月7日，根据国务院决定，撤销洛阳县，并入洛阳市。：，

。一 1958年12月8日，洛阳市归洛阳地区管辖。1964年2月29、

日。市重又归属省直接领导。1971年11月8日，省政府决定将‘
“

巴 。孟津县划洛阳市管辖，1976年11月12日，又将孟津县划回洛
：

阳地区。1983年11月20日，省政府决定将偃师、孟津、：新安
；： 一三县划洛阳市管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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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代洛阳建制沿革’表。(--)≥t ：：一’
I

朝代 ·纪元 都 郡州 县 市 备 注
I

约前2l 都
夏

一16世纪 (二里头)

约前16 ， 都 商末为周南地，见《后商
一11世纪 (西毫) 汉书》．

一
：

：：都
’ 武王克殷，定鼎于郏

(成康之世) 辱．成王卜涧水东涯水

西 约前ll世纪
西，营洛邑是为王城。

周 一前770年
洛 邑 又I-谊水东，建城迁殷

周 陪都
民居之，为之下都。成

-．

’ ：

’成周
王五年。初迁宅于成

， 周”．
。，

●

，

，

东 前770、一 ，都．， r 平王居王城，敬王都下
周 —前256 洛邑‘

‘

1

都。
．

●-

前221 ～
河南县 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

秦 三川都
’ 一前207 i 洛阳县 侯． !．、· ●

西 前206 陪都 河南郡 洛阳县
高帝初都洛阳，置河南

●

汉 —公元25 司隶 河南县
郡。莽改保忠信卿．改

汉 洛阳为宜阳．
1

’

东 公元25
都，

河南尹 雒阳县 东汉称洛阳为东都，长
汉 —-220 f 司隶 河南县 安为西都．一一．、

’、

河南郡 洛阳县
●

三国魏 220—-264 一都‘ 河南废
魏废河南县。

。司州

河南郡 洛阳县
东晋侨置郡县．‘4．。西晋 26¨16 都 ． 。

’司 州 河南县

孝文帝迁都洛。。
南 北

，

河南郡 洛阳县 东魏改司州为洛州，改
魏

386—-534 一都

北
，／

司 州 河南县 河南县日宜迁。又置洛
阳郡。

朝
北

557—-58l
陪都 洛阳废 南朝宋齐梁陈均侨置州

’

●

周 (东京)-一 洛州
河南县 府．-， 一 一

都 置尹 洛阳县
开皇时析置伊川县．炀

●

●

隋 一581—_618 帝大业元年迁洛阳新
(东都) 河南郡 河南县

都。

一 一8一 一

。

．

‘

t 一



建置沿革

朝代 纪元 都 郡州 县市 备 注

都 置尹 洛阳县
武则天时改河南县为永

唐 618—907 昌，洛阳为来庭，又改

(神都) 河南府 河南县 河南为合宫．高宗．武
后、中宗、昭宗居．

都
’

河南府 洛阳县
粱 907—-923 开平三年徙都洛阳．

(西都) 洛州 河南县

五 都 河南府 洛阳县 仍以长安为西京，因唐

代
唐 923—一936

(东都) 洛州 河南县 制。一 ，

都 河南府 洛阳县 末二年即徙都汴，周汉
晋 936—_946

(西京) 洛州 河南县 因之．

宏 96m一1 270
陪都

河南府
洛阳县 至道三年属京西路，熙

(西京) 。 河南县 宁三年属京西北路。‘

初废宋西京，正定初改
金 ll 15’一1284

行都
金昌府

洛阳县
(中京)j， 河南县

中京。正隆二年废河南
县，并人洛阳县。

—— 属河南行省，后改河南兀 127l一1368 河南府 洛阳县
江北道。

、
： 洪武二十四年建伊王

明 1368—1644 河南府 洛阳县 府，万历十九年建福王
府，泰昌初讳洛改雒．

清 16忙1911 河南府 洛阳县

～
’+ 民国初置道尹，十一年

中华
^ 十区行 设省长公署，十六年改

1912一1949 行都
政都察

洛阳县
设予西行政长官公署，

民国 专员公 二十一年改设十区行政
署 ·

专员公署，同年国府迁
●

⋯

都，洛阳改为行都：

1948年4月洛阳解放设
立县、市民主政府，一
九四九年二月市县合署

中华 洛阳地 办公称市县民主政府。
人民 洛阳市 建国后洛阳市县又分
共和

1949—二 区行政
公署

洛阳县 治，同为洛阳地区行政
国 公署辖，一九五五年十

二月撤洛阳县建制，一
九六四年五月改洛阳市
为省辖市。

一．9一

■

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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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地理志

第三章‘行政区划

洛阳市历代行政区划，由于史料不全，．多数朝代失考，现将

清代以来洛阳县的行政区划分述于后。
1

清初乾隆年问，全县共有2l保，86里，680甲，其中城市有

18个里，农村及县郊有68个里，领村751个。清末改保里为

区，．全县共九区。7 ．一

，

·，：

一

民国初年沿清制，洛阳县下仍设九区，．即乾区治水泉，坎区

治平乐，艮区治潘寨，震区治李村，巽区治彭婆，离区治丰李，

坤区治罗村，兑区治谷水，’中区设在县城，管理城关。‘’民国十六

年(公元1927年)·，，冯玉祥到洛阳，划彭婆巽区为自由县，坤区

为平等县。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除坎区与城区未动外，1

分置乾东、兑南、兑北等十五区。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改

城区为第一区，乾区为第二区，坎区为第三区，艮区为第四区，

震区的李村为第六区，九贤庄为第五区．离区为第七区，兑区为

第八区。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第一区扩大管辖范围， ．

除原辖区外，又将旧八区的涧河以东各村，旧三区的唐寺门、塔

湾，‘旧二区马坡以西各村划归第一区．第二区设谷水．将Ill-"区 、

涯河以西各村划入。第三区设平乐．第四区设关林，与旧七区合

并。第五区设李村，与旧六区合并，全县共五个区．民国二十八

年(公元1939年)，析四区，在潘寨设第六区，辖旧艮区各村。

区下设联保，全县共有联保七十七处．民国三十年改各联保为

镇、乡：第一区改设福藩、伊府、安国，南熏、文峰、问礼、{屋

滨、邙麓、柳营等九镇。第二区改设柏亭、延秋、谷水、金溪，‘

一lO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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