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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县地名志》即将问世，嘱我写几句序言。这几年

中，为各县地名志写序言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但这次为遂昌

县写作此序，却是感慨良深。因为对于这个县份来说，编出这

样一部专志，意义不同寻常，值得重视，值得祝贺。

浙江省历史悠久，除了秦会稽郡属县以外，遂昌县算得上

是建置很早的县份。据《后汉书·郡国志》“太末一注，遂昌县

始建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它不仅是现在的

丽水地区所属各县中，建置仅晚于松阳县的县份。清处州府辖

十县(这是清浙江省十一府中辖县最多的一府)，十县之中，

也只有松阳县建置在它以前。所以遂昌县是浙江省内历史悠久

的县份之一。但是在另一方面，遂昌县历史上流传的地方文献

却为数甚少，与它的悠久历史很不相称。查索旧书目，明《文

渊阁书目》卷二十著录《遂昌县志》一种，列于新志类。《文

渊阁书目》编于明正统年间，此书目新志类著录的方志，大概

修于明初，则遂昌县到明初才开始有志。清处州府属十县中，

除了府志始修于宋外，龙泉，庆元，缙云三县，在宋代也都已

有志，松阳县在元代已经有志，都此遂昌县要早。遂昌县于明

初修志后，以后又续修于明嘉靖，隆庆、崇祯，清顺治，康熙、



乾隆、道光、光绪，一共修志九次，这在清处州府属下已不算

少。但其中多数已经亡佚，至今仅存康熙、乾隆、道光、光绪

四志。四志之中，除光绪志流行较广外，康熙志只存南京大学

图书馆一部，乾隆志只存六部(另有残本一部)，道光志只存

二部(另有残本一部)，都已经成为风毛麟角了。鲁迅在其所

辑《会稽郡故书杂集》卷首说：“会稽故籍零落∥o：看看遂昌

县的情况，故籍零落，远比会稽为甚。在这样二个地方文献相

当缺乏的县份，在地方志修纂中断了近一个世纪以后(遂昌县

的最后一种方志即光绪《遂昌县志》刊行于光绪二十二年，

即1896年)，《遂昌县地名志》异军突起，让人们看到遂昌县

地方志修纂事业的复兴，这的确是令人十分兴奋的。

浙江省的地方志修纂；，历来著名于全国。但浙南各县方志

偏稀。在过去，这当然与这个地区的地形崎岖，交通困难，经

济薄弱，文化后进有关。遂昌县素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山

地面积占全县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旧中国，这些不利条件都

影响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和地方文献的修纂。但是在建国以来的

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山区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山区经济更有了迅速的发展。浙江

省的山区，资源丰富，潜力无穷。从遂昌县来看，绿色的森林，

黄色的黄金，仅此二项，前途就未可限量。遂昌县的四化建设

正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o《遂昌县地名志》的诞生，正是盛

世修志在遂昌县的实现。而且可以预期，随着地名志这种专志

的问世，遂昌县的通志，即新的《遂昌县志》，也必将顺利修
’



纂，早日完成。在遂昌县四化建设日益发展的基础上，遂昌县

的方志修纂事业，必然要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

。

’、

陴带警
一 ．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杭州大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曹旨—i-
刖 昌

，’， ，
，

：7．j．0’一，‘，

《遂昌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和浙江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印发县(地名志>编

辑纲要的通知》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

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经各区、 乡，镇及县有关部门协助复

核，修改，充实编纂而成。

《遂昌县地名志》收录地名3384条，其中政区，居民点

2610条，专业部门89条，人工建筑169条，名胜古迹、革命纪

念地18条，地理实体498条，约50万字。有地图36幅，照片50

帧。它主要记载了遂昌县现行地名的规范书写、标准读音，行

政隶属，来历含义，地理特征和经济状况o

《遂昌县地名志》是遂昌县第一部地名典籍。它所收录的

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它是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必备的工具书，也是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乡土教材。并可供

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文史研究单位收藏备查。

《遂昌县地名志》的出版，是“四化"建设和社会广泛活

动的需要，对实施地名管理，搜集、整理文化遗产，开展地名

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和编写地方志提供了翔实的地名资料。

编者水平所限，错误、疏漏之处，望指正。



凡一例

一、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为政府审定的标准名称，具有

法定性。各部门、各行业使用地名均应以此为准，不得代以同

音异字、不规范书写或随意变更。今后如需更改某地名时，必

须报县审批，方能生效。

二、本志以行政区划单位、居民点、地理实体名称为主，

专业部门、名胜古迹，人工建筑兼收一部分。

三，本志户数、人数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行政村耕地亩数为198 3年资料；未注明年份的数据为1985年县
统计局年报或主管部门的资料。行政村户数、人数不含非农业

户数、人数。

四、本志行政区域面积，以总参197 1年版1：5万地形图方

格割补法计算。

五、本志地名图与邻县行政区划线根据总参197 1年1：5万

地形图绘制。其中遂昌与松阳分县后行政区划线，按％吕,198 4年7

月15日“关于遂昌、松阳两县行政图边界走向划法的协议"绘

制。各乡(镇)行政区划线未经实测，不作划界和确定山林、

土地所有权的依据。

六、本志所录地名汉语拼音，遵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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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拼写。

歹 5



七，本志所录行政村驻地至乡(镇)驻地、乡驻地至县城，

县城至省会的相距公里数，均为直线距离。

八、本志所用的海拔高程为1956年黄海高程系。

九，本志各乡镇气象要素系1961—1980年资料。
十、本志中《县志》，系清光绪《遂昌县志》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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