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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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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陵川县地名录》。虽名日地名录，却并不是简单地将

地名罗列在一起的流水账或电话簿，而是象挖掘历史上的稀世珍宝一

样，深入地详尽地探讨了每一个地名的由来、沿革与演变。与山水名

胜文物古迹、历史人物紧密相连。同时，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

诸方面。总之，这是充满了一个地区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故事的小史

书，对每个读者都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陵川虽系小县，但也是祖国母亲肌体上的一个细胞。它山河壮观，

美丽富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统。陵

川不仅在我国古代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在现代史上也占有光辉

的一页。关于这些情况，读者在翻阅本书后是会一目了然的。

通观全书，我有如下感受： ．

《陵川县地名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资料的来源多数是从

处于垂暮之年的老一代口中“抢救"出来的，因此尤觉珍贵。它不仅

荟萃了本县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对

各类地名的来历、更替、含义都作了周密的调查和翔实的考证，并一

一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因此，本书具有鲜明的史料与典籍色

彩。

《陵川县地名录》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本书尽管对各个部门的

资料都作了记载，并且既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但始终没有离开“地

名，，这个中心，并以“地名”贯穿始终。

《陵川县地名录》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熔于一炉。在编写过程中，

尤其在地名的考证上，编者有意识地在写作技巧上注重了该书的趣味

性，并在语言艺术上力求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从而有效地克服

了就地名论地名的弊病。阅读全书，不但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而



且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可得到一点语言艺术的享受。

《陵川县地名录》文图并茂。从全书的内容编排来看，虽没有明

确的章节划分，但读起来却无连篇累牍的感觉。书中除文字外，另有

《陵川县标准地名图》和各种彩色与黑白照片等，以及居民地名称的

各种索引，便于查找，使用方便。

《陵川县地名录》的编纂工作，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编纂过程中，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照县志、地图及有关

资料，综合分析，反复核对，搞清了地名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并

标注了地理座标。对各类地名本着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进行了一系

列技术处理，加注了汉语拼音，方位距离，从而逐步实现了地名的科

学化、标准化、规范化。

《陵川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主体的地理、历史专

著。是我县的志书之一。书中所录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与权威性，

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及个人使用地名一律以此为准，不能随意更改。

它是党政机关和农工商、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等部门必备的工具书，

也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好教材，可供各地图书

馆、档案馆和文史资料部门收藏和参考。

这本书所以能够和读者见面，除了各位编者的辛勤劳作之外，与

一切关心、支持地名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也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我

谨向支持了本书编辑、校对与印刷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

谢。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以便使其日臻完善。’

谨序。
‘

陵川县县长张居太

一九八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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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山西省地名委

员会有关文件精神，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编纂的，是一部内部发行的标

准化、规范化、具有法定性地名的典籍。

陵川县历史悠久，以往却无地名专著流传于世。随着历史的前进，

地名不断发生演变。建国以来，由于生产建设的发展，．以及区域规模

的多次调整等各种原因，产生了不少新的地名，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

地多名、一名多地、名不符实、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遗漏等现

象o

地名管理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遵照国务

院及省、地部署，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从1980年9月至1981年12月，组织了大批人员，以1：5

万地形图为基础，充分利用各种地方史料，广泛收集民间传闻，对全

县近2千条地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普查，并对普查地名作了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准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

围内不重名，取得了一份较为珍贵的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经省、地验

收评定全部达到优良级，被评为晋东南地区地名普查优胜单位之一。

本录是按照山西省地名办公室编辑的要求提纲，以地名普查成果

资料为基础，进一步充实提高、整理编纂的。共收录各类地名1949条；

编写文字概况材料20篇；、绘制《陵川县标准地名图》1幅；摄制书中图

片24幅，三组索引等附录。全书约40万字，以词典形式编排，集中记

载了标准化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标准读音、所处位置和行政归属，

及其名称来历、含义、演变和现状；扼要反映了我县的政治、经济、

历史、地理、文化、风貌、物产的概况与特征；分析和探索了地名成

名规律。因此，可以说本录是全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既是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部可供查考利用的地名史料书，又是一部爱祖国、爱家乡的乡土教材。

《陵川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

标前进了一大步。它将有利于加强全县地名的统一管理，为国内各行

各业各部门和人民日常交住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并将传诸后世。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和正确使用本书的资料，特作如下说明：

1．本录地名排列，先排县驻地城镇，再以自西至南、由东向北

的次序编排公社、大队、自然村的隶属关系。各级驻地分别排于首位，

独立存在的、主要的、并具有地名意义的统按类别集中编排。

2．凡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演变等依据的普查卡片现已存档，为

紧缩篇幅均未编排o

3．各地名原则上按隶属关系注明方位和实际距离，跨乡(镇)的

自然地理实体则以县城为方位注明距离o

4．书中引用的数字，除个别注明年限外，均为1980年底各有关

部门年报统计数，基本数字采用绝对数，一般数字采用概数。公社总

面积，指公社实管面积。相距公里，指直线距离。

5．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公布

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o

6．历史纪年，用朝代、年号，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o

《陵川县地名录》脱稿后，由于体制改革，机构名称相应变化等

各种原因未及时付印。根据省、地地名办公室通知精神，《地名录》中各

级机构仍沿用原来名称。

农村体制改革，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均以原18个公社为基

础，除城关、礼义、附城、平城4个公社改为镇的建制外，其余14

个公社均为乡建制；原407个大队，除西河底公社黑山底大队划为南

黑山底、北黑山底两村，冯山大队划为冯山、圪陀两村外，其余均以

原大队设村，建立村民委员会。故《地名录》中“公社"即现在的乡

(镇)，“大队"即现在的村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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