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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告，
刖 青

《海宁县地名志》，系统地记述了本县各类地名，并从地名角度记

载和反映了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和概貌，是

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定性的标准地名典籍，也是一部普及

本县地理文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海宁县地名志》

的出版，不仅使地名标准化有了依据，地名稳定性有了基础，而且也

为语言、历史、植物、气候等各种学科，在学术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些参

考资料。它适用于外事、公安、民政、财贸、交通、邮电、文教、科研等部

门工作，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在县

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1981年3月全县开展地名普查，对现行地名进

行了逐个调查、核对，基本上清查了各类主要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含

义，核定了一大批标准化地名，并纠正了十年动乱中在地名问题上造．

成的混乱现象，使地名符合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1982年2月经

省、地验收合格后，又细致地进行了资料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运‘

用普查成果，参阅有关历史资料，认真考证，充实提高，编辑了这部：

《海宁县地名志》。其历史部分，主要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本县地方志

《海宁州志稿》，亦参考引用了目前能够见到的一些地方志书和有关典

籍。这部地名志书，记载了本县各类地名的历史成因和演变，将起着

承先启后的作用，为今后编党史、修县志，提供重要的依据。
：

《海宁县地名志》收录的范围，包括城镇(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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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及重要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自然镇、

自然村，城镇主要街巷、农村主要道路，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

体，名胜古迹等名称。古今历史名人居处、墓葬，纪念物及其他地理

文史资料．．当地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经济概况等，均编入有关概况和

地名条目中。本志共收录4700余条现行标准地名，其中行政区划名称

377条，城镇街道、巷、居民区(包括镇区村庄)名称260条，农村自

然村(镇)名称3424条，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134条，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1 10条，人工建筑名称374条，名胜古迹名称24条，除简要概述

现状外，地名由来、历史演变，亦作大略说明。对五个县属镇(硖石、

长安、袁花、斜桥，盐官)，二十三个乡，分别撰写文字概况、绘制地

名图，并配有相应的照片，力求翔实，完整地反映地方特色。为便于

查阅、使用，志末附载《海宁方言地名读音集注》、《地名索引》和有关

文件汇编。

本志在编写中贯彻详今略古，详今有略已废的原则，反映地名的

历史和现状，努力展示八十年代来的面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力求具有政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对无

资料查考的一些古地名及地名由来，含义、历史沿革、行政区划等，

为尊重历史，保持真实，只能暂时付缺，有待今后考证充实。本志按

照“录志兼收，穿插有序"的体例，录以条目，志以释文。每条以标准

地名、汉语拼音为主，均附别名(曾名、古名)，位置(所在地)，以及

户数、人口等有关要素，各村后加注村民委员会驻地，并据地名内容，

志释文于后。释文均视内容而定，有言则志，无言即略。行文和编排，

力求繁简得当，图文并茂，阅读醒目，引人入胜。志中引用的各项数

字：山、水面积，是1981年的普查数；人口，户数，是1982年的笫’

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其余均是1983年底有关部门年报数。地名图中
2



的行政区划界线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乡，镇总面积，按五万

分之一图面量算。定位方法，采用十六方位。相距里程，均指平面直

线距离。农作物产量，按照复种指数计算。年人均收入数，不包括家

庭副业收入o

《海宁县地名志》始编于1982年11月，定稿于1984年12月。在编

写期间，1983年3月至1984年1月，全县进行了“政社分开，建立乡

政府"的体制改革，因此本志的编写既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又

反映了体制改革时行政区划变动和名称变更的新情况，特此说明。

海宁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一月



海宁县概况
H6inlng X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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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北岸，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东北偏东61．5公里处。东邻海盐县，西

接余杭县，南临钱塘江与肖山，上虞县隔江相望，北连桐乡县，东北一隅与嘉兴市郊接壤。

北纬30。19’一30。35’，东经120018’一120050’。东西最长51．8公里，南北最宽28．6公里，

总面积681．5平方公里，县境略呈钥匙状。县人民政府驻地硖石镇。下辖5个直属镇(8个街

道办事处，54个居委会)，23个乡(280个村民会、5个生产大队，3301个村民组，33个生

产队)。有3654个自然村，43个自然镇，国营良种场1个，蚕种场3个，围垦区1个。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37794户，583760人。除回族67人，壮族6人、朝鲜族5人，

满族6人，畲族2人外，均系汉族。

海宁地处杭嘉湖平原。陆地占总面积的88．46％(其中山丘占0．7％)，水面占11．54％。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南部略高，北部略低)。海拔(黄海)8—4米。境内。山地集中于东

南和东北部，有山丘20余座，著名的有南木山、高阳山，大尖山、小尖山，凤凰山，黄山、

包家山、城隍山及硖石的东山<沈山)，西山(紫微山)等。其中最高海拔(黄海)251．6米，一

般都在海拔(黄海)200米以下。沿钱塘江的海岸线较长：东起南木山，西至翁家埠，全长

53．6公里。河港纵横交错，有大小河流372条(其中主干河流24条，总长284．8公里)，较

大的河流有上塘河，新塘河、洛塘河、辛江塘(河)，横塘河，长山河等。土地肥沃，东北部

为红泥土，东南部为黄泥土，西南部为海积平原淡涂沙，中部东片为河积平原黄松土，黄沙

土，低洼地区系青紫土，适宜种植水稻，麦、豆，桑，棉、麻及蔬菜等农作物。气候温润，

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6。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3．4。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

温28．5。C，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1179．5毫米，以春雨、梅雨和台风雨为主，梅雨

后的七至八月晴热少雨，常有早象，间受台风影响，降台风雨。无霜期一般为231天，年均

降雪日为7—8天。水陆交通便利，杭(州)金(丝娘桥)公路和沪杭铁路南北并行横贯全境，

杭(州)／g(泾)公路穿越县境西北(可通上海)，近年来修筑多条乡村公路。客轮航线有十余

条，水陆运输四通八达，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是，在旧社会，，由于封建

王朝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和破坏，工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经济

萧条，民不聊生。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使工农业生产

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现已走上了农工商全面发展的道路，是缫丝、纺织，皮革，机械，塑

料、建筑材料等工业比较发达、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的县。

海宁历史悠久。今县境南半部的钱塘江沿岸地区，本系长江，钱塘江泥沙冲积而成。除

东南缘的一些山丘外，在古代是一片海涂沙洲。随着岁月的推移，江海自然的变迁，海涂日

渐陆化。据古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五至六千余年前)，就有先民

生息。史籍记载·秦朝(公元前221年)始置由拳，海盐两县，由拳县治在今硖石。东汉末，．

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析海盐，由拳地置海昌县，以陆逊(公元183—245年)为海昌屯

田都尉，并领县事。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改海吕县为盐官县。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

(公元558年)置海宁(叠海洪宁静弦之意)郡，郡治盐官，辖盐官、海盐，前京(海盐东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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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元朝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升盐官县为盐官州。元朝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9年)

改盐官州为海宁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州为县。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73年)

复升县为州。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改海宁州为海宁县。海宁之名，始见于南朝陈武帝时，

距今已有1420多年。

海宁人民勤劳朴素，古称。民生强勤，习尚敦悫，行者工舟楫，居者业稼穑静，又具有光

荣的爱国传统和革命斗争传统。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我国沿海，黄湾，袁花，硖

石、长安等地遭到烧杀、掠夺，当地人民曾自发起来抗争。太平天国时，即清咸丰十年至十

一年(公元1860--1861年)，在当地人民协助下，太平军攻克长安、硖石，袁花，盐官，斜

桥、郭店，新仓等乡镇，坚守至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

著名的殷家船(撵)农民暴动，起源于本县庆云乡路仲村殷家船一带。上万农民激起抗租税斗

争，捣毁学堂，铁路工程处、购地处、警局、厘卡及镇绅店铺、钱庄、布行等，烧毁天主

堂，并与桐乡县六千余农民联合攻破桐乡县城，拆毁县署，释放监犯，湖州、孝丰，安吉等

地农民亦响应起事，后被清政府武装镇压。1919年鼻五四修运动中，海宁人民曾集会愤怒声讨

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一致决定开除陆宗舆的县籍，并在海滨等处竖立刻有。卖国贼陆宗舆劳字

样的石碑。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海

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1925年12月，在我党领导下，全省国

民党各县、市党部在本县硖石镇召开了东山会议，公开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一三大政策，大会发出了全国第一份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通电，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

的打击。1926年10月，中共杭州地委派员来海宁建党。1927年2月，在盐官建立了海宁第一

个共产党小组，接着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开展改组炭业工会的斗争，并于四月二日在盐官召开

了五百余人的工农大会，举行了盛大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大长了工农群众志

气，大灭了土豪劣绅威风，声援了北伐战争，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十年土地革命期间，在

我党的影响下，谈桥，石路等乡农民自动组织农会，掀起了。打倒墙门地主骨，_实行二五减

租纾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硖石一批进步青年在上海参加。社联”即岛左翼社会科学研究者联

盟”所属鼻救国会修等党的外围组织后，满怀爱国热情回乡，在硖石、伊桥、路仲等地，开展了

积极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在路仲镇郊附近创办了抗日小报——‘哨报》，后改为《浙

西导报》，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1943年冬至1945年8月间，浙东和浙西地下党组织，

在我县长安、许村等地秘密建立党的地下武装。这支利用敌伪军番号， 由我党控制的秘密

武装之一部，于1945年8月在翁埠、石塘头起义，赴新四军浙东纵队归建，汇入了人民军队的

铁流。解放战争期间，我党上海向外地工作委员会和杭州地委先后派员打入国民党海宁县政

府，为迎接解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工农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更是此起

彼伏，不断发展，直至1949年5月海宁解放，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建国以来，我县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充分

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来，各条战线都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

864“万元，比1949年增长14．78倍。

解放初，我县手工业以铁，竹，木“三匠打为主。工业主要是织袜、缫丝，织布，皮作，

榨油、酿酒，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基本上是手工作业)；1949年工业总产值1018

万元。解放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扩充厂房设备，改革生产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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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业，全县工业生产有较快发展。许多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填补新的空白，工业体系也得

到了较合理的布局。据1983年统计，现有全民所有制企业43个，城镇集体所有衬企业142

个，其他所有制企业1个，职工27316人，其中全民所有射企业职工14120人。1983年

工业总产值52374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59％。目前，设备和技术比较先进的有制

丝，纺织，机械，水泥，化肥，制革、农药等工业部门，已成为全省工业较为发达的一个县。

主要工业产品有丝绸、棉布，化纤，针织、服装，塑料、拉链，印刷机械、邮政机械，轴

承、钮扣、鞋帽，家具、家用电器、酿酒，炼染等。许多属于优质产品，享有较高的声誉，

有不少产品远销国外和港澳地区。海宁制革厂生产的猪皮绒面服装革，浙丝一厂生产的Z／

17梅花牌白厂丝和海宁农药厂生产的钱江牌井岗霉素，都曾荣获国家银质奖章。海宁拉链厂

生产的涤纶拉链，曾被评为国家轻工业部和省优质产品。海宁制革厂生产的猪皮绒面服

装革，运销欧、美各国及日本、澳大利亚。海宁蔬菜厂制作的斜桥牌榨菜等，畅销全国各地。

海宁织袜业创始于清末，1982年全县产各类袜子1000余万双，是浙江省重要产袜区之一，

产品畅销全国，部分销往国外。传统产品有盐官。周顺兴骨铁店(现为海宁刀具厂)生产的手心

牌药刀、叶刀、厨刀，号称盔海宁三把刀骨，驰誉全国。著名的手工艺品有硖石灯彩，历来被

誉为艺术珍品，至今不仅保持传统特色，还不断创新，不少彩灯运往国外展销，备受欢迎。

农村现有耕地526858亩(其中水田377696亩，旱地95630亩)，专桑116335亩。有农

业人口507896人，男女整半劳力325978人。种植水稻，大小麦，蚕豆，油莱，桑树，络

麻等农作物。主要农副产品有稻谷，大小麦、油菜籽、蚕豆、络麻，蚕茧，猪、羊，兔，家

禽和淡水鱼等。海宁历来与整个杭嘉湖地区一样，被称为_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嚣。早在一千

七百多年前的汉代，始建海昌县，。陆逊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一之时，就有囊劝督农

桑修的记载，反映了海宁历史上粮食和蚕茧生产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在解放前，灾害频

繁，生产落后，产量极低。解放后，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互助

合作运动，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55年开

始试行电力灌溉，至1980年共建排灌机站611座，装机16436千瓦，水泵1329台，有效灌

溉面积48．1万亩，控制排灌面积24．7万亩I架设10千伏输电线路1313．5公里，低压线路

1613公里，照明线路1313．5公里，疏浚河流24条，投放劳力8940万工，开挖土石方15262

万立方米，农田基本建设投放劳力5067万工，完成土石方10763万立方米，建设农田33．9

万亩，桑园5．8万亩，修筑机耕路1384公里，筑排灌水渠76．8公里，拥有各种大，中，小

型拖拉机1620台，各种农业机械17641台，基本实现了排灌、耕作，脱粒、加工，照明电

气化。同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广泛使用农业机械、电力，化肥，农药，改变耕作制度，

提高复种指数，使各种农作物产量不断增长。粮食产量：1949年平均亩产349斤，总产12261

万斤，农业总产值仅5079万元。1956年开始推广双季稻。1963年亩产837斤，1979年亩

产1734斤，创历史最高纪录。1983年亩产1587斤，总产54981万斤，总产值34070万元，．

为1949年的6．71倍。解放前，全县粮食不能自给，1959年已达到粮食自给有余。1983年

提供国家商品粮8378万斤。栽桑育蚕是本县的传统副业，1983年产蚕茧153 958担。此

外，1983年种植油菜148593亩，亩产菜籽177斤，总产262340担1种植络麻93579亩，单

产791斤，总产7402．5万斤，种植棉花11179亩，单产皮棉130斤，总产14524担，饲养生

猪612592头，年末羊存栏291556头，年产淡水鱼60696担，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著名土

特产斜桥榨菜，产于斜桥附近各乡，经过加工腌制后，畅销国内外市场，以鲜嫩脆辣，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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