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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嵊县地名志》的出

版，把我县各类地名以法定形式记入史册，这不仅为发掘，保存文化

遗产作出贡献，而且为各部门、各方面提供了经过规范化，标准化处

理的地名资料，以有利于经济建设与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对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必将在历史发展中产生

深远的影响。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其渊源甚为古长。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开始群居生息，就有地名

的滥觞，不过那时还没有文字，没作记载而已。随着历史的发展，人

类社会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地名亦由少而多、由简单而复杂地不断滋

生，并且时有更迭，涉及的面也就越来越广泛。各行各业的人们和一

切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无不与地名紧密地联系着。历史发展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地名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正如国务院

[19793305号文件所指出的s它“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

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

活。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做好o"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地名的命名、更名以及地名

的管理工作o 1965年在国务院张际春同志主持下就地名实现标准化等

工作，曾跨出过重要的一步，但不久却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

乱，地名工作的幼苗即遭受天折。在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不

顾地名形成的历史根源和它所反映的经济、文化、地理特征，滥用政

治名词，代替了原来的名称，造成了一地多名和多地同名。如我县大

队一级，就有红卫7个，东风、红星各6个，红旗5个，等等。这和

王莽篡政后大搞改名的愚蠢举动如出一辙。王莽在当时，一是反其原

意而乱改，如改无锡为有锡；二是以示效忠于新朝而乱改，如改剡县



嵊 县 地 名 志

为尽忠县。这种不顾人民传统习惯的胡改乱造，．除了造成一时的混乱

以外，就象过眼烟云一样，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另外，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中，时易世变，地名书写的不规范，称呼的不一致，也所在多

有。这给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以及人民日常生活，都会带来某些
困难和不便。

为了实现地名的标准化，适应四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首次全国

性地名普查工作中，我县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规定和省

人民政府浙政[19803113号通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于

1981年3月在桃源公社(今甘霖镇)试点和各区搞点后，全面开展了

群众性的地名普查工作o 1982年7月完成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

整理和上报。这项工作历时一年有半，共核对了地名4637条，查清了

2463条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演变，对1 z 5万的标准地图作了勘误和

增删，确定上图地名为3194条，对地区范围内3个重名公社以及因建

镇和要求更换同音字的3个公社、县内137个重名大队、城关镇8个居

委会及城关的街路巷弄作了更名和命名，对一地多名、·名多写以及

文字不规范的地名作了调整；对有损民族尊严和侮辱劳动人民的庸俗

名称作了更改。并且对重要地名，。如大队以上机构驻地、历史上重大

事件发生地、交通要道和著名土特产出产地等，都建立了专门卡片。

每个公社(镇)都有一篇文字概况，介绍该公社(镇)的地理位置，．

经济建设，历史沿革。重要的厂矿、人工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山和

水)，县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也都有专文记载。这次地名普查取得了比

较完整、系统、可靠的地名资料，使我们对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及其分

布有了清晰的了解。这样详备和成果丰富的地名普查，不仅在建国以

后还是第一次，就是在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意义十分深远o

《嵊县地名志》就是在地名普查后，基本实现地名规范化、标准

化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校核、充实提高后出版的。全书搜集全县地名

3752条，其中政区地名3555条；专业部门名称37条，名胜古迹和纪念

地名称15条；人工建筑物名称68条(区名10条、镇名6条、公社名59

条、大队名1152条、居委会名14条、自然村镇名2276条、城关街路巷

弄名38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77条。《嵊县地名志》采用释文方法，

有言则志、无言即略的典籍化形式。书中有地图70幅．．照片29帧，

●r]



前 言

文、图、录、照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并附有索引，

做到版面紧凑，表示合理，使用方便。现作如下说明：

努力

1、本志以政区地名为主，专业部门，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

物名称，只列入与地名相关联的或较重要的部分。凡志中所录的条

目，均为现行标准名称。标准名称具有健康的含义、标准的用字、准

确的读音、法定的手续等，望大家据此为准，大力推广使用，并保持

相对稳定。今后如必须更名或需新命名的，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2、本志条目次序，系根据浙江省《关于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

“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说明与补充规定》排列，首先是县府驻

地城关镇，其次按地理位置自上而下、从左到右。为了求得统一，望

各单位亦据此使用。除政区地名外的其他类名称，不在此限o

3，本志文字材料内容，除了注明时间的以外，均调整到1982年

年底止。各项数字均来源于县统计局、农业局等有关单位。各公社的

山林面积来自县林业局1976年山林资源普查资料。总面积是根据绍兴

地区《森林资源统计资料》的数字，山和耕地的所占比例亦即据此求

得的。户口、人数，大队以上均按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自然村则保

持地名普查时的基数，散落居住者未完全计人。相距公里系指直线距

离，并非公路线的里程或习惯里程。各镇、公社(乡)．的图，系根据

航摄1974年版图绘制的，故部分公社现行的公路线未完全标出。嵊县地

图的行政区划，因工作需要，调整到1983年底止。地图中的境界线未

经实测，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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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 县 概 况

，概述 嵊县位于浙江省东部，曹娥江上游，四明山西麓，地处东

经120。297至121。13’、北纬29。18 7至29。51’，东毗余姚，奉化，南邻

新昌、东阳，西连诸暨，北接绍兴、上虞。县人民政府设城关镇，距

省会杭州市80公里。县境广65公里、袤55公里，全县总面积1828平方

公里。辖10个区，6个镇、59个公社(乡)，14个居民委员会，1152

个生产大队。有16个自然镇、2261个自然村o 190528户，693725人，

除回、苗、侗、蒙、藏、满、高山族等30人外，均系汉族。

沿革 据《嵊县志》(民国版)记载，相传县治始建于秦朝。秦

始皇于37年(公元前210年)东巡会稽郡，剧星子山南深坑千丈，以泄

王气，名日“剡坑”，县亦以剡名。另说，汉景帝前元4年(公元前

153年)已置剡县，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为尽忠县。东汉光

武帝建武(公元25年一57年)初，恢复剡县。东汉顺帝永建4年(公元129

年)划剡县北乡与上虞县南乡等地另置始宁县，县治设今三界镇，隋

文帝开皇9年(公元589年)废始宁，并入会稽。唐高祖武德4年(公

元621年)立嵊州，并兼置剡城县，8年废州，仍称剡县，原始宁县领

域仍归旧属。至五代梁太祖开平2年(公元908年)，吴越王钱寥析县

东鄙13乡另置新昌县，并改剡为瞻(一作赡)o宋初恢复剡县。北宋

徽宗宣和3年(公元1121年)越帅刘袷以“剡’’字两火一刀， “有兵

火象"请改称嵊，诏从之。嵊，从山从乘， “乘"古作“四”解，

“嵊”即四面环山之意，即东屹四明，西当太白，南耸天姥(在新昌

县境)，北峙崞山，从字义而解，符合本县之地形特征。历属会稽

郡，越州、绍兴路、绍兴府、会稽道。解放后，属绍兴地(专)区，

其间，1952年至1964年属宁波专区。县界亦略有变更：1950年东土乡

划给绍兴。绍兴县德政乡，八郑乡和东阳县玢溪乡于1954年、1955年

先后归属嵊县o 1958年10月新昌县并入嵊县。1961年10月恢复新昌县



2 嵊 县 地 名 志

建制，黄泽镇留属嵊县。同年，新建公社芦田等5个大队划给余姚

县。1964年余姚县的董家彦、余家坑、陈大坑划入我县。

地形 本县山区占76．8％，平原占18．1％，河川占5．1％，习称

“七山，一水、二分田"。四周多山，除南部的九州尖一带为天台山

脉天姥山延伸的余脉外，均属四明、会稽山脉系。千米以上的山峰有

8座，以海拔1 095．7米的西白山主峰为最高，整个地势自西南向东北

倾斜。东南部、北部和中部为丘陵地带。中南部为盆地，称嵊新盆

地，一般海拔在20米左右，土壤肥沃，是我县主要水稻耕作区。境内

土壤种类多达20佘种，其中以潴育型水稻土、红黄壤棕粘土为主。主

要河流为剡溪，上分四源：东有黄泽江，南有澄潭江、新昌江，西有

长乐江，分别在城关镇附近汇入剡溪，流至三界称为曹娥江。叶脉状

似的旁溪支流均伸向盆地四周，略呈向心状水系，流量比降较大，具

有山溪性河流的特点。

气候本县处于浙江省南北气候交界带的边缘，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冬夏两季较长，春秋两

季较短。年平均温度16．5。C，极端最低温度零下10．1。C，极端最高

温度达N40．7。C。盛夏季节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除局部地区有雷

阵雨外，天气晴热少雨，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旱出现。六月至七月

上旬出现“梅雨"，八，九月易受台风边缘影响，雨量较多，年平均

降雨量1275毫米，年无霜期230天左右，山岚雾气四季皆有，以六、

十、十一月为较多，七、八月为最少。由于高山和丘陵、盆地和峡谷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也形成了山区、半山区和盆地气候的差异。

农业 粮食、茶叶、生猪、蚕桑是本县农业生产的主体。全县有

耕地471507亩(其中水田401900亩)，茶园154118亩，桑园37809亩，

果园23000亩。解放后，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共兴建了大小水

库655座，总蓄水量20421万立方米，其中库容在一亿立方米以上的有

南山水库，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有前岩、辽湾、坂头、剡源4座水

库，100万立方米以上的有上东、眠牛弄、渔溪坑、红领巾、张村等

18座水库。修建了防洪堤154．5公里；建造了大小排灌站千佘处，拥有

机电动力2808台，计28632匹马力。近年来，还对上东江、黄泽江、长

乐江等河流作了裁弯取直的改造。剡溪治理工程亦正在进行。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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