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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不仅是国家实施行政管理和交通、邮电、旅游、公安、国防等建设以及日常生活不

可或缺的语言工具，而且作为一种既可视又可悟的文化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自然、历史、

民族、经济、社会、语言等内涵和信息，反映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所以，我国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决不可以忽视地名。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

地名志，不但可为各级领导了解省、市、县情，制定各种规划提供基础资料，而且可以直接

为社会经济发展、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普及地名知识服务。这也是一项地方基本文化建设

工程。

本着这一宗旨，根据国家和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关于编纂、出版地名志的要求，在肇庆市

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1981年以来地名普查及1995年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的成果的

基础上，经过梳理、考证、分析、归纳、编纂而成的肇庆市第一部地名志，力图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运用地名学原理，遵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略古详今、

古为今用的原则，采取以文字表述为主、以图为辅的形式，着重介绍市域各类地名的标准名

称及其由来、演变、含义、位置、行政归属以及其他自然、社会和经济等特征，忠实地反映

肇庆全市地名的历史面貌和现实状况，揭示地名产生、演变的规律和地名各要素间的联系以

及地名分布的地域差异，满足各部门各地区对地名的工作需要，同时也为积累和传播肇庆地

名调查、研究的科学成果，振兴当地社会经济贡献力量。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有着深厚的传承关系。肇庆市所在西江地区与今广西地区同为

古越人居地，这些古越人后来大部分被汉化，一部分迁走，并发展为现在的壮、黎、瑶、畲

等少数民族。“壮即古越人”早为世人所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云：“广东有

壮瑶两种，瑶乃荆蛮，壮则旧越人也。”现今学者亦多持此说。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

谓：“古代两粤河流的土著都是壮人，只有粤省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方，少有壮人罢了。”

但他们生活的地区仍有大量地名作为土著文化被保存下来。这些地名属古越语，而古越语在

两广地区现为这些少数民族使用的即为壮侗语支，在地名上有一部分被称为壮语地名。由于

地缘关系，西江地区是壮语地名在广东分布最多最广的地区。这些壮语地名不能按照汉语解

释，而有其特殊含义。其命名方式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即所谓齐头武，与汉语地名的齐

尾式正好相反。例如以“马”、“麻”、“都”、“古”、“思”、“云”等表示村落和以“大”、

“冲”、“烯”、“埔”、“步”、“禄”、“六”、“鹿”、“沥”、“替”等表示河谷地貌及其利用方式，

后引申为村落地名；．以“罗”、“洞”、“垌”、“播”、“富”等表示山谷或其某个部位，后也演



变为村落地名。据粗略统计，在肇庆各县市壮语地名不下数百个，约占本志所收录地名总数

的1／5，形成广东最大的壮语地名集群。由于汉壮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西江地区有不少地

名兼具汉壮地名特点，形成地名相加现象，使本市地名含义更加复杂，也更加丰富多彩。这

些地名在民族学、民族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以及区域史研究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是本市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珍重。在本志中，对这些壮语地名的含义，

一方面主要根据张声震主编的<广西壮语地名选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作了诠

释，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当地人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解说，在同一地名词目中出现两说并存现

象。但由于壮语地名的复杂性，对其汉译难度甚大，加之编者对此研究尚少、水平有限等原

因，对其含义的解释委实难以确切，牵强附会或失实之处一定不少，望读者鉴谅。

本志从编纂到出版面世，历时13载。参加地名普查和志稿编写的各县、区及编辑室工

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有关部门和不少社会人士对此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提

供部分资料，使编纂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除了编辑室的工作人员以外，曾领导和参与本志编

写的还有陈沛强、林柏岳、蔡绍川、周耀新、黄赤生、余元生、许建安、陈伟平、伍少强、

莫德仪、郑坚强、陈经伟等，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感激之忱。由于本志篇幅颇大，涉及面广，

内容繁博，成书时间仓促，以及编者学识、水平所限，错漏、不确之处在所难免，也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编者

1998年2月



凡 ．例

一、本志共分8编，收集地名词目2541条，其中总编1条，政区地名编132条，聚落

地名编1887条，自然地名编132条，人工建筑地名编137条，企业地名编7l条，文化地名

编157条，历史地名编24条。另有地图18幅，照片120多帧。

二、本志政区地名和聚落地名，按省市统计部门使用的政区顺序编排，依次为端州区、

鼎湖区、广宁县、怀集县、封开县、德庆县、高要市、四会市。自然地名、人工建筑地名，

按其属性分类编排。企业地名、文化地名、历史地名则既按政区，也按其属性分类编排。

三、本志所使用资料包括80年代地名普查和1995年地名补充更新调查资料，其中人

口、耕地等社会经济数字主要以后者为准。

四、本志各类地名地理位置，各县(区、县级市)以肇庆市建成区中心为方位基点，各

镇(乡)以本县(区、县级市)县城中心为方位基点，各村以镇区为方位基点，其他地名以

所在地行政中心或有特殊意义的地理实体为方位基点。以上位置均为直线距离。

五、本志地名以各县(区、县级市)地名机构审定之标准地名为正名，以国家规定之规

范汉字为准，但个别地名仍保留当地习用俗字，如“垮”、“瞳”、“娴”、“塥”、“涫”等。

六、本志地名注音用普通话拼音字母拼写；以数字命名带有序数性的地名，拼音时数字

用阿拉伯字母书写，非序数性及以日期命名的地名，数字用普通话拼音字母书写。个别地名

按当地习惯读音拼写，如“堀”拼作“qd”，不拼作“kQ”，“蓠”不拼作广州音“longs朗”

而按当地音拼作“Rin口”。通名和专名分写，如“莲花镇”拼作“Lidnhua Zh宅n”，但村落地

名连写，如“东村”拼作“DGn

七、清以前年代用帝王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清以后年代用公元纪年。尚难以确定确切

年份者，依调查结果用朝代或年代记述。

八、本志汉字笔画索引按地名词头单字的笔画数分别排列；同画数的词头单字按第一笔

的笔形。、一l J一”(包括“1-了L J”)及“＼”的顺序归类排列；词头相同的地名，按

条目字数由少至多排列，字数相同的按条目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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