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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威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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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海并秀川、修文同志：．：． ．

《威县地名志》的书稿已收阅．．书稿以地
名为主导线索，比较准确系统地记述了我县乡
村、地形和地物名称的由来、．演变及沿革，同
时有选择的把与此相关的重要事物作了介绍∥
内容丰富而翔实，它不仅核对：订正了以往的
书面材料，，而且增添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关于
赵三多和义和团的考察，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
资料。这本书对研究威县的历史、地理、经
济、，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是对我县人
民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教育的好教材。

编书修志，既要有继承，又要有发掘。一
部地名专著，如果不对以往书刊的有关记载进
行分析研究，广采博取；其编者如果没有向群
众广泛而细致的采访，没有对所记述事物的实



地考察，就谈不到继承和发掘，就不可能是成
功的。《威县地名志》能有现在这样的水平，
说明编写人员在这方面是作出了极大努力的。

威县是我的故乡。从少年时代起，我即参
与了这一带的革命活动。威县在历史上起到过

一定作用的人，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起过一定

作用的人‘，都给我深刻的印象，如王伯廉，徐
楚波二位先生，在我少年时代有关他们的传
说，即给以民主思潮的感受。至于王亚平同

志，是我小学时的老师，李林同志少年时曾一

度同窗，他们的高尚人品给我的印象是很深

的。读到有关他们的叙述感到尤为亲切。

这里感到不足的是，威县在白色恐怖下以

及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卓越贡献及至献出’自己宝
贵生命的主要同志，如田普航、高续之、王一

夫、贾庭修、任光亚、刘洪范、范若一等同

志，都未来得及作出简略传述。他们的英雄业
绩大都是在抗战前后与大恶霸，大汉奸和梦九

斗争中出现的。本书志对和梦九遗臭万年的丑

恶形象作了叙述，而上述这些同志的英名未能

提到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了。但由于威县党



史资料的整理尚需时日，只好留待以后或采取
编修党史的办法另行补充了。

另外在文字工作上尚有粗糙之处，特别是
有关地名人名的叙述既要准确，又要防止错

二 情，在排版之前尚需有个文字水平较高的同志
；．再全面审查一下，以免发生重要错漏。

‘

我虽负责地名工作，但对地名专著少有研
， 究，上述意见难免有不当之处，提到写序，更

觉得不易准确，只提出以上意见供参考吧。

顺颂

编安
‘

。

． 王东宁
．

1 98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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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

《威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在中共威县县

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由地名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共．

同努力编纂的。

省、地领导同志非常关心本志的编纂出版工作，王东宁1

同志审阅了稿件，写了指示信件，我们发表为《代序》。

在编纂《地名志》的过程中，编辑人员访问了一些熟悉

本县历史、古迹、传说的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查I

阅了《左传》、《二十四史》，《广平府志》，《威县

志》、《广宗县志》，《南宫县志》，《中国历史地图

集》，以及私人撰写的书稿’走访了临清，冠县、邱县，曲‘

周等县，用信函联系了井陉县，山西洪洞县，保定市图书

馆，收集了有关我县的大量的资料。同时，组织了全县中小

学教师，对全县所有村庄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

复考，对所得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

此及彼地内务整理，编纂成册。

本志以地名为中心，适当补充了一些篇目，着重于系统

性，实用性。不但能服务于整个社会，而且也为地名理论研

究，地名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 ．

《地名志》分地名图j地名概况、沿革和附录等六部

分。标准地名图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的基础上绘制的，

概况中的数字，为1980年底的统计数字，所用名称，均为遵

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经过标准化处理，并经



过县政府批准的，今后凡使用本县地名资料，均以此志为

难。
、

<地名志》图先文后，以文为主，力求语言简明，方便

使用，但因编纂人员缺乏经验，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欢迎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

编 者

． 一九八三年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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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图

威县标准地名图

明清时期威县插花地示意图

威县1940—1945年示意图

政区地名概况

威县概况⋯⋯⋯⋯⋯⋯⋯⋯⋯⋯⋯⋯⋯⋯⋯⋯⋯⋯⋯(1≯

威县历史沿革⋯⋯⋯⋯⋯⋯⋯⋯⋯⋯⋯⋯⋯⋯⋯⋯⋯(5)‘

附沿革表⋯⋯⋯⋯⋯⋯⋯⋯⋯⋯⋯⋯⋯⋯⋯⋯⋯⋯⋯(12)‘

减关公社概况⋯⋯⋯⋯⋯⋯⋯⋯⋯⋯⋯⋯⋯⋯⋯⋯⋯(16)4

七级公社概况⋯⋯⋯⋯⋯⋯⋯⋯⋯⋯⋯⋯⋯⋯⋯⋯⋯(18>

张庄公社概况⋯⋯⋯⋯⋯⋯⋯⋯⋯⋯⋯⋯⋯⋯⋯⋯⋯(20)‘

高公庄公社概况⋯⋯⋯⋯⋯⋯⋯⋯⋯⋯⋯⋯⋯⋯⋯⋯(22>

赵村公社概况⋯⋯⋯⋯⋯⋯⋯⋯⋯⋯⋯⋯⋯⋯⋯⋯⋯(24)_

寺庄公社概况⋯⋯⋯⋯⋯⋯⋯⋯⋯⋯．，．⋯⋯⋯⋯⋯⋯(26>

经镇公社概况⋯⋯⋯⋯⋯⋯⋯⋯⋯⋯⋯⋯⋯⋯⋯⋯⋯(28>

张营公社概况⋯⋯⋯⋯⋯⋯⋯⋯⋯⋯⋯⋯⋯⋯⋯⋯⋯(30)

潘圃公社概况⋯⋯⋯⋯⋯⋯⋯⋯⋯⋯⋯⋯⋯⋯⋯⋯⋯(32>

章台公社概况⋯⋯⋯⋯⋯⋯⋯⋯⋯⋯⋯⋯⋯⋯⋯⋯“(34>

王村公社概况⋯⋯⋯⋯⋯⋯⋯⋯⋯⋯⋯⋯⋯⋯⋯⋯⋯(36)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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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梁庄公社概况⋯⋯⋯⋯⋯⋯⋯⋯⋯⋯⋯⋯⋯⋯⋯⋯(38)

雪塔公社概况⋯⋯⋯⋯⋯⋯⋯⋯⋯⋯⋯⋯⋯⋯⋯⋯⋯(40)

桑园公社概况⋯⋯⋯⋯⋯⋯⋯⋯⋯⋯⋯⋯⋯⋯⋯⋯⋯(42)

侯贯公社概况⋯⋯⋯⋯⋯⋯⋯⋯⋯⋯⋯⋯⋯⋯⋯⋯⋯(44)

贺营公社概况⋯⋯⋯⋯⋯⋯⋯⋯⋯⋯⋯⋯⋯⋯⋯⋯⋯(46)

贺钊公社概况⋯⋯⋯⋯⋯⋯⋯··j⋯⋯⋯⋯⋯⋯⋯⋯⋯(48)

常屯公社概况⋯⋯⋯⋯⋯⋯⋯⋯⋯⋯⋯⋯⋯⋯⋯⋯⋯(50)

柳瞳公社概况⋯⋯⋯⋯⋯⋯⋯⋯⋯⋯⋯⋯⋯⋯⋯⋯⋯(52)

大宁公社概况⋯⋯⋯⋯⋯⋯⋯⋯⋯⋯⋯⋯⋯⋯⋯⋯⋯(54)
南里村公社概况⋯⋯⋯⋯⋯⋯⋯⋯⋯⋯⋯⋯⋯⋯⋯⋯(56)

常庄公社概况⋯⋯⋯··：⋯⋯⋯⋯⋯⋯⋯⋯⋯⋯⋯⋯⋯(58)

干集公社概况⋯⋯⋯⋯⋯⋯∥⋯⋯⋯．．．⋯⋯⋯⋯⋯⋯(60)．

国献公社概况⋯⋯⋯⋯⋯⋯⋯⋯⋯⋯⋯⋯⋯⋯⋯⋯⋯(62)

李寨公社概况⋯⋯⋯⋯⋯⋯⋯⋯⋯⋯⋯⋯⋯⋯⋯⋯⋯(64)

方家营公社概况⋯⋯⋯⋯⋯⋯⋯⋯⋯⋯⋯⋯⋯⋯⋯⋯(66)
梨园屯公社概况⋯⋯⋯⋯⋯⋯⋯⋯⋯⋯⋯⋯⋯⋯⋯⋯(68)

邵固公社概况⋯⋯⋯⋯⋯⋯⋯⋯⋯⋯⋯⋯⋯⋯⋯⋯⋯(70)

成志庄公社概况⋯⋯⋯⋯⋯⋯⋯，⋯⋯⋯⋯⋯⋯⋯⋯⋯(72)
枣园公社概况⋯⋯⋯⋯⋯⋯⋯⋯⋯⋯⋯⋯⋯⋯⋯⋯⋯(74)

第什营公社概况⋯⋯⋯⋯⋯⋯⋯⋯⋯⋯⋯⋯⋯⋯⋯⋯(76)

白果树公社概况⋯⋯⋯⋯⋯⋯⋯⋯⋯⋯⋯⋯⋯⋯⋯⋯(78)

其他重要地名概况

威县水系地名概况⋯⋯⋯⋯⋯⋯⋯⋯⋯⋯⋯⋯⋯⋯⋯(81)

威县公路地名概况⋯⋯⋯⋯⋯⋯⋯⋯⋯⋯⋯⋯⋯⋯⋯(85)

·2。



威县化肥厂舰⋯⋯⋯⋯⋯⋯⋯⋯．．-．h．．⋯⋯⋯⋯⋯⋯·(87)
赵庄师范学校概况⋯⋯⋯⋯⋯⋯⋯⋯⋯⋯⋯⋯⋯⋯⋯(88)

威县人民医院概况⋯⋯⋯⋯⋯⋯⋯⋯⋯⋯⋯⋯⋯⋯⋯(89)

，威县第一中学概况⋯⋯⋯⋯⋯⋯⋯一⋯⋯⋯⋯⋯⋯··(90)
烈士陵园概况⋯·一一⋯⋯⋯⋯⋯⋯⋯⋯⋯⋯⋯⋯⋯⋯(91)

自然村现状及沿革

城关公社⋯⋯⋯⋯eOB*@,Oe⋯⋯⋯⋯⋯⋯⋯⋯⋯⋯⋯⋯⋯(95)

城关(05) 东街(96>西街(96)

南街(96) 北街(97) 黄街(97)

北关(97)

霍冉庄(98)

皇神庙(99)

大高庙(100)

北郭庄(101)

肖侯庄(102)

围紫园(98) 李庄(98)

东关(99)·南关(99)

香花营(100’冉母高庙

马庄(101) 桑家庄(101)．

贾庄(102) 王庄(102)
、

渭上营(103) 西河洼(103)

东河洼(104) 后麻固，前麻固(104)

东夏宫，西夏官(104) 莫尔寨(105> ．

七级公社⋯⋯⋯⋯⋯⋯⋯⋯⋯⋯⋯⋯⋯⋯⋯⋯⋯⋯⋯(106)

七级(106) 北双庙(107) 高亮(107)

北高庄(108) 三元井(108) 士通(108)

‘太平庄(109) 飞乌(109) 后魏瞳，西魏瞳、

前魏瞳(109)
。

张庄公社⋯⋯⋯⋯⋯⋯⋯⋯⋯⋯⋯⋯⋯⋯⋯⋯⋯⋯⋯(111)

张庄(111) 阎家庄(111) 古城(112)

前尹村、后尹村(112>大里罕，小里罕(11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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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寨(113) 代家庄(114)‘银边庄(114)：．。j：：。

大刘庄(114)，韩家庄(115) 西范庄(1i5)_：：。

西现庄(115) 。． ⋯。，’tj j：

高公庄公社⋯⋯⋯⋯⋯⋯⋯⋯⋯⋯⋯⋯⋯⋯⋯··：一0(116>r

高公庄(116) 东现庄(116) 东平、西平(117)’．⋯
’

北蒋家庄(117)宋安村(118) 大李庄(118) ．

‘

东赵庄(119)一河里庄(119) 小张山(119)

鱼台(120)，李家屯(120) 河岔股(120) ．

赵村公社⋯“⋯⋯⋯“⋯⋯“?一一⋯⋯⋯⋯⋯⋯⋯⋯“(121>

赵村(121)．’大张山(121)一胨贤塔(122)‘
‘

宏曲(122)，田庄(122)+郭田庄(123)，． I

东安仁、西安仁j中安仁、前安仁(安仁村)(123)，

北辛庄(124) 张舫(124)’北亭上(124) ‘’

孙尹庄(125)
。

寺庄公社⋯⋯⋯⋯⋯⋯⋯⋯⋯⋯⋯⋯⋯⋯⋯⋯⋯⋯⋯(126)

寺庄(126) 徐家庄(126)，东范家庄(127)
。

前南寺庄，．中南寺庄，后南寺庄(127)
’

’

经镇公社⋯⋯⋯⋯⋯⋯⋯⋯⋯⋯⋯⋯⋯⋯⋯⋯⋯@s poil(129>，

经镇(129) 北孙家庄(129)前苏庄，

后苏庄(130) 小李庄(130) 后张庄，

前张庄(130)。草楼(131>，小赵庄， 一

大赵庄(131) 郭家村(132)‘大宋庄(132)， ．

吴宋庄(132)
’

张营公社⋯⋯⋯⋯⋯⋯⋯⋯⋯⋯⋯⋯⋯⋯⋯⋯⋯⋯⋯(134)

张营(134) 兴隆寨(134) 北马庄(134)

南里庄(i35‘) 西平镇、东平镇(135) 前花瞳

·4·一
，



勿堂村(136) 西生庄(137) 刘家营(137)

潘固公社⋯⋯⋯⋯⋯⋯⋯⋯⋯⋯⋯⋯⋯⋯⋯⋯⋯⋯(138)

潘固(138) 掌史(138) 西里村、

东里村(139) 章刘村(139) 章华村(140)
7

章华堡(140) 翟庄(141) 宋庄(141)
’

西柏悦(141) 东柏悦(142)

章台公社⋯⋯⋯⋯⋯⋯⋯⋯⋯⋯⋯⋯⋯⋯”“⋯⋯“(143)
郝家屯(143) 鱼堤(143) 王撞(143)

北章台(144) 中章台(144) 南章台(145) ．

大章台．(145) 兰益庄(145)．南胡帐(146)

北胡帐(146) 中胡帐(146) 南镇村(147) ，

朱庄(147) 逯家庄(147) 北杨庄(148)

西小浓白小河(148)
王村公社⋯⋯⋯⋯⋯⋯⋯⋯⋯⋯⋯⋯⋯⋯⋯⋯⋯⋯<149)．

西王村，前王村，后壬村(149) 西董吕庄，

东董吕庄(150) 大里庄，崔里庄，焦里庄，

壬里庄(150) 义和营(151) 魏宋村，李宋

村，赵宋村、杨宋村(151) 孙家庄(152)

马桥(152)后郭固，前郭固(153)

部梁庄公社⋯⋯⋯⋯⋯⋯⋯⋯⋯⋯⋯⋯⋯⋯⋯⋯⋯(155)

、 邵梁庄(155) 窑洼(155) 元寺(155)

后小辛(156) 前小辛(156) 康寺固(157)

从容(157) 东庄(157) 陆台(158)

雪塔公社⋯⋯⋯⋯⋯⋯⋯⋯⋯⋯⋯⋯⋯⋯⋯⋯⋯⋯(159)

雪塔(159) 黄台(160) 董村(160) ．

·5·



郑河<160)t北小河，集小河，王小河(161)

赵牛村，郭牛村，张牛村(t6t) 张小河(162>

桑园公社⋯⋯⋯⋯⋯⋯⋯⋯_⋯．．．⋯j“·⋯“⋯⋯。⋯(163>

桑园(163) 盂．村(163) 团堤(163)

后屯(164) 前屯(164》 何家庄。(165)

东陈庄(165) 尚家寨(166) 北仓庄‘(166)一

安上(167) 大河(167) 南仓庄(168)

候贯公社⋯⋯⋯⋯⋯⋯“一““一““““⋯⋯⋯⋯⋯⋯(169)

南侯贯(169)j，西侯贯(169) 北侯贯(170)

杨长屯(170) 刘家庄(171) 北侯伶仕(171)

南侯伶仕(172) 小潘庄(175) 大潘庄，中潘

庄、西潘庄(172)，狼窝(173) 黎庄(t73)

宫家庄(174) 审侯村(174)
‘

．

贺营公社⋯⋯⋯⋯⋯j·?⋯⋯⋯⋯⋯⋯⋯·：⋯⋯⋯⋯·(176)
贺营(176) 曹王营(176>．曹西庄(177)

西沙营，东沙营(178) 红龙集(179) 。‘+

袁家庄(179) 范家营(180) 许官营(180)’

陶庄(181)。陈庄(182) 小营(182)

项营(183)’赵庄(183)

贺钊公社⋯⋯⋯⋯⋯⋯⋯⋯⋯⋯⋯⋯⋯⋯⋯⋯“⋯·(184)
’

贺钊(184) 侍僧村．(184》 苏家林(．184)

， 北刘庄(185) 马家庄(185) 北小城(186)’

天竺庄(186)，东小城(186) 余官营(187)

庄家村(187) 南小城‘187)‘7‘陶宫营(188)

小陈固(188)⋯西大城(188)⋯小刘庄<’189)-

小王庄(189) 北陈村、孔陈村，贺陈村(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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