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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抢救历史文化遗产，对人民进行乡土教育，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遵照省、地指示精神，参照《河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方案》编

纂出版《柘城县地名志》。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事实，废空论，如实地反映了与我县地名有关

的自然、社会概况等，力求做到内容翔实，重点、特点突出、详略得当、条

目清晰、释文简要。它是柘城县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一部地名典籍。为便于读

者查阅和正确使用本书资料，现将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共分总编、政区、聚落、自然实体、交通水利、类地名、古

遗址、古地名及附编七编，并附有索引。约40余万字。收入本县所有乡

(镇)、村委会、自然村名称及主要的河流、人工建筑、古遗址、古地名和独

立的有地名意义的厂(场)、企事业单位共240j条。插有彩色、黑白照片：

23帧，各种地图26幅。

(二)村民委员会为书写方便，简称为村委会，只记标准名称及驻地。

(三)政区、聚落地名按乡(镇)、村委会隶属关系排列，，其它地名则按

同类集中编排。乡(镇)编排顺序按J982年《柘城县人口普查资料》编码

顺序排列。乡(镇)所在地和村委会驻地分别排在同类首位。

(四)重要史料大多出自《二十五史》、《水经注》及《归德府志》(清光

绪本)、《拓城县志》(清光绪本)等。
’

(五)本书所引用资料一般截止】987年底，数据原则上按】987年《柘

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数字。自然村的耕地、户数、人口数字则按J987

年底各乡+(镇)所报数字。

(六)民族，凡一个乡(镇)均为汉族者，在乡条上反映出，在自然村

中不再注明。

(七)志文的汉字书写以国家规定的规范汉字为准，个别方言字，字典没有

的用其同音字代替，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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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东部。上古即有朱襄氏袭伏羲氏之号，聚居于此。秦置“柘

县”，隋易今名。几千年来，风雨沧桑，朝代迭易，柘城人烟渐稠，尤以明、清建村最

多：全县1659个自然村，明建992个，清建510个。境内发掘有4处龙山晚期文化遗

址，3处商代文化遗址，两处战国文化遗址，可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欲总览柘城地

名全貌，故有此编。

一、柘城县疆域的开发

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柘城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上，是我国开发最

早的地域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早在远古的时候，在柘城县这块土

地上，群岗交峙，地形壮观，大河环流，土层有垂直节理，便于穴居。朱襄氏沿用伏羲

氏之号，在这里繁衍生息，同大自然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创造了柘城县早期的原始文

明。

但是，黄河也给我们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祖先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从金代以后，

特别是明、清以来，黄河屡屡泛滥决口，柘城县受害总是首当其冲，地上的古老文明几

乎被摧毁殆尽，地下的文化遗迹被埋得更深，以至难以寻找和发掘。尽管如此，仅从已

经发掘的旧北门、宝台寺、王马寺、山台寺等龙山晚期文化遗址以及孟庄、青塥堆寺i

郭村岗等商代文化遗址足以雄辩地证明：早在商代和商代以前境内已经村落相望。地下

出土的大量文物也有力地说明，在柘城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秦、汉以前即处于经济繁

荣的文化圈内，除农业外，已经有了发达的牧畜业和轮制陶器等手工业。从柘城县的名

称由来和含义来看，“柘’’系指柘树，也称黄桑。因为盛产黄桑，横穿柘邑的河流则称之

为柘沟，秦置柘县又因柘沟得名。汉代，襄邑县(即今河南睢县)是全国的丝织工业中

。心，负责供应宫廷服装的用料，那时所用的丝织原料就是柘县提供的。因此，柘城的柘

岛二，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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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柘丝历史悠久，享有盛名。

二、村落的类别及其特点

全县1659个自然村中，从建村时间看，汉代以前的24个，三国至宋代的49个，

元代的57个，明代的993个，清代的512个，1919年以后的24个。

柘城县村落的类别比较复杂，但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原生村落，元代以前

建村的大多属于此类，如胡襄集、远襄集、安平集、慈圣集等。第二类是外地迁徙村

落，大多是明代陆续从山西洪洞县迁民而来，如前张楼、大史庄、王克仁等，计269

个；也有从山东、河北、安徽、湖北、浙江、福建迁来的，其中有的是逃难而来，如李

原集、门楼王、东吕庄；有的是避乱而来，如大仵集、后祁楼、前黄堂等；也有从省内

迁徙而来的。第三类是派生村落。有的是从原生村落中分出的，如从原生村落中分出的

虎陈，又相继分出了新虎陈、虎陈寨外、陈口、陈庄等几十个村庄。有的是从外徙村落

中分出的，如郑寨从山西迁民建村，先后又从此分出东小庄、朱庄、前郑寨、后郑庄、

前郑庄等。

原生村落和外地迁徙村落建村年代较早，在境内分布比较均匀，地理位置优越，人

口多，姓氏杂，尚有历史文化遗迹可寻。而派生村落建村时间较晚，村小人少，姓氏单

一，而且与原生村落相距较近，相互之间的名称也紧密相连。为了加以区别，多在村名

前冠以方位词前、后、左、右、东、西、南、北、中，或冠以形容词大、小、新、老。

村落名称的特征及其演变

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形成了以族长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以族谱、

族规、祠堂为手段的严密的宗族制度，成为封建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条件的

氏族往往修建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也是款待宾客、教育子弟、处理族中事务、执行

族规家法的神圣场所，成为宗族的象征。因此，村名往往与祠堂相连。

一姓世代聚居，形成了庞大的宗族势力，即使兄弟析炊，也永不远徙。单一姓氏的

村庄，多以姓氏名村。在诸姓杂居的村庄，多以望族或人多势众者或居官者的姓氏或人

名名村，而一旦外迁或衰败或绝嗣，村名即被其它姓氏取而代之。全县居民点以姓氏或

人名命名的共620个。居民点名称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民族的兴衰。 “

时至唐代，中原一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随着经济的

发展，农村经济作物种值面积不断扩大，民间大量手工业和农副产品自然地需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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