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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于1981年6月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

和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部署，组织专门力量，历时一年对

全县92S条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和考证。其

间，参阅了《张北县志》和我县抗日时期的部分县志，广泛

地走访了一些熟悉本县历史，沿革、传说的老先生、老干

部，老“尚义"。所得资料经过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

理，形成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文字"概况，地名成果

表，标注标准地名图，地名卡片)。经县、地、省地名领导

小组审查验收合格。在此基础上，为使这项普查的成果能够

更好地发挥作用，对各条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并服务

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生活。特编纂了这本《尚义县地名资料汇

编》，作为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工具书，同时

又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本书以地名普查收集的资料为主，并参考了有关历史记

载对群众传说进行了分析、考证和必要的取舍。所引各类数据

均以县统计局)．980年年底统计报表为准，所有地名均为1981

年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名称。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语言简

明。但因为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提出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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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义县概况

尚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与张北县接壤，南以长城

为界，与天镇(山西省)、怀安、万全县毗邻，西，北与内

蒙古自治区兴和，商都县交界。南北最长88．8公里，东西最

长5S．2公里，总面积2649平方公里。共17lJ．77人。回、蒙、

满、朝等少数民族ls5】．人，占近百分之一，其余均为汉族。

辖16个公社，179个大队，有620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地

南壕堑，距省会石家庄北偏西342公里。

全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平

均海拔143工米，最高海拔王9王9米。套里庄以北滩、洼、岗丘

交错分布，呈波状高原景观，俗称“坝上秒，海拔1300至

lsoo米，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j中部和南部为浅切割破碎

坝缘和浅山区组成的沟谷地段，俗称“坝下"，海拔1100至

王300米，占总面积三分之一多。主要山峰有县城西南的大青

山，属阴山山脉马尾支脉， (海拔1919米)为全县最高峰。

其余有草垛山(海拔1223．2米)，南贝山(海拔】．376．6

米)，石豁子山(海拔王449米)，鱼儿山(海拔17王3．4

米)。大火堆山(海拔1783米)等，均属大青山支脉。北部

有大青河、五台河(又名二龙河)属内陆季节河，由东南向

西北，注入察汗淖(又名五台海)，中部偏西有鸳鸯河，发

源于八道沟公社西赛、万石沟和南壕堑公社的登记，由东北

向西南，经南壕堑出境入兴和县后河，注入友谊水库后又折



入境内汇入瑟尔基河，南部有瑟尔基河，发源于套里庄公社

槽碾坡和小水泉一带，由北向南流经土木路、勿乱沟、小蒜

沟等公社，至桃平出境入怀安、万全汇入洋河。全县属东亚

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凉爽短促，冬季严寒漫长。全年平均

气温3．5℃，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一】．4．8。C，最热月

(七月)平均气温19．J．℃，积温2195℃。年均降水量433毫

米，七、八，九三个月占70％，初霜始于九月上旬，晚霜终

于五月中旬，无霜期103天左右，干旱、霜冻为主要灾害性

天气。

境内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石灰石、云母、石墨，甲长

石、大理石等。煤年产12万多吨，野生动植物主要有野兔，

狐狸、少量黄羊和蘑菇。

经济以农为主。全县有耕地119万余亩，占总面积的

30％，有中小型水库23座，机井6百多眼，水浇地达到J．1万

亩，占耕地面积的9．2％。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每年粮

食平均产量9431．92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近一倍。主要

作物有莜麦、马铃薯、小麦，近三年平均每年播种莜麦44．s

万亩，产3806万斤J马铃薯14．4万亩，产2120万斤，小麦

16．6万亩，产l104万斤，均占总产的7s％左右。经济作物以

亚麻为主，近三年平均每年播种20．9万亩，产1204．1万斤，

过去“百里不见树”，如今有林地面积37．98万亩，覆盖率

达9．S％，试栽果树成功，结束了“老死不见桃杏花’’的历

史，境内草场广阔，适宜发展牧业，现有大牲畜37700头，

羊】．2万多只。

解放前，基本没有工业。现有煤炭、机械、陶瓷、造

纸、纺织、缝纫、食品加工等企业20个，其中地区企业l

一2一



个，一九八O年总产值1064．4万元；社队企业126个，一九

八。年产值126万元。

境内有南壕堑至张家口，南壕堑至郭磊庄，大青沟至商

都，南壕堑至兴和四条公路干线。另有六条县级公路与之相

连，多数公社及部分大队可通汽车，但路面不好。

解放初，仅有小学9所，教职工116人，在校学生4497

名。现有中学24所，教职工s63人，在校学生722S名，小学

S28所，教职工J．256人，在校学生266S3人。县镇有专业剧

团、电影队、广播站、文化馆各1个，农村社队有电影队20

个，文化站4个。解放前，全县只有医疗单位1个，医务人

员33名J现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各一所，公社卫生院

】6所，共有医护人员2S3名，=【12个大队设有卫生室，有卫生

人员2S0名。

县境南部边界有明长城长达56．S公里，土、石、砖结

构，多数破损倒塌，为省重点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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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义县历史沿革

尚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南北最长88．8公里，东西最

长S5．2公里。全县总面积2649平方公里。据《张北县志》记

载。尚义县境，秦时为代郡北境，西汉属代郡且如县(治今

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城西北部)，东汉为匈奴、鲜卑游牧

地，三国魏、晋为鲜卑地，北魏为柔玄镇(治今兴和县西壕

堑一带)地；东魏、北齐为怀荒镇(治今张北县城)地；隋

为雁门郡北境，唐为突厥、库莫奚，契丹游牧地，五代时为

契丹地j辽属西京道奉圣州，金属西京路宣德州柔远县(治

今张北县城)J元为威宁县(治今南壕堑一带)。属中书省

兴和路；明属兴和守御千户所及鞑靼诸部落驻牧地；清初沿

旧制，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属张家口理事同知及抚民府

厅，乾隆至光绪年间垦殖日众，渐成村落J民国二年(1913

年)改属张北县，民国四年(工915年)北部划属商都垦务行

局，民国七年(】．9J．8年)改属商都县第二行政区。民国二十

三年(1934年)把商都县二区及三、五区各一部(今大青沟、

大营盘、大苏计、哈拉沟、后石庄井公社)划出，在大青沟

建尚义设治局(尚义，寓提倡礼义廉耻)，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被日伪侵占改设治局为尚义县，一九三九年九月

伪蒙疆政府成立，尚义属察哈尔盟(1943年)张北县西区

(今县境南部、中部之十一个公社)划归尚义县，伪县公署

由大青沟迁至南壕堑，一九四五年我军第一次解放，次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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