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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京广铁路纵贯，

沙澧二河横流，古有水汉码头和六陈集散地之称，今仍为豫南交通
要冲。

漯河市不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而且历史悠久，经济开发较

早，科学文化发达。贾湖遗址1987年出土的文物证明，八千年前这

里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并率先进入了我国有文字的历史时期，明

代已为中原腹地之重镇，清代以后递有发展。优越的生活环境不但

养育了名垂史册的伟人，历史的变迁也为漯河留下了优美的传说和

珍贵的遗址：汉献帝禅位庙“三绝碑’’和许慎、杨再兴、樊哙墓等千

古名胜引人留连。但是，自古迄今还没有正式以漯河为主而撰写的

志书，更没有地名专著。因此，编辑出版一本能够全面、系统、准
。 确地反映漯河市屡经沧桑，却不失山川之旧，又见新颜的真实面目
“

的史志文献，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担负的历史任务。《漯河市地名

l 志》的出版问世，填补了这项历史空白。

《漯河市地名志》是以1979年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对我市各

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广集资料，旁征博引，反复考证，匡

谬补缺编著而成的，旨在为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现代化和对后

裔起到“资治、教育、存史’’的作用。它同民政、公安、交通、，邮

_ 电、城乡建设、文教、新闻、出版、测绘乃至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
一 着密切联系，并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地方性等特

点。本志是我市有史以来第一本标准化的、具有科学水平的常备地
一

名工具书，此书对研究漯河市的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
一

人文地理具有较高价值，为我市人民了解漯河、热爱漯河、建设漯

河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漯河市地名志》的出版，。是我市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喜事，这不



仅仅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具有流传百

代的历史意义。希望全市人民阅读它、使用它，使它在我市两个文

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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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地名志》是在漯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热情
支持下，由漯河市地名志编辑部编著的。

《漯河市地名志》是漯河市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地名的法定地名典籍。这部

地名志是根据河南省地名办公室颁发的《地名志编纂出版方案》的要求，在各

县、区基本完成地名志初稿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整理、核实、考证、分析、

综合编纂而成。其整体结构，以地名要素——历史沿革——现状特征的总顺序

逐层叙述。书共分八编：(一)总编；(---)政区、聚落地名编；(三)自然地

名编；(四)交通水利地名编；(五)企事业单位名称编；(六)名胜古迹、纪

念地地名编；(七)历史地名编；(八)附编。其中政区收录了市、县(区)、
乡、镇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及已废置的古旧县、地区的地名。聚落选收了城市

骨干街道、居民区和农村的较大集镇、片村，以及与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有关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村落。河流选收了较长的跨境河及境内河。水利选收了

较大的蓄洪区、渠道、闸涵。交通选收了境内的主要铁路、公路及重要桥梁。

企事业单位选收了一些较大的企业及有重要意义的小型企业；并选收了具有地
名意义的大、中专学校、重点中学，医院，影剧院及有代表性的文化设施；还

选收了一些较大的商场和土特名产产地及集贸市场。文物古迹、纪念地选收了

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及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地。全书共收录各类地名l 622

条，有60多万字。以文为主，图、表、照片为辅，较详尽地介绍了漯河市各
类重要地名的标准名称、读音、方位、行政归属及名称由来、含义、历史沿革
等地名要素。所收地名均系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标准名称。按照详今略
古的原则，历史记载上线不限，略加勾勒，今地名除反映地名基本要素外，重
点反映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有关情况。一般采

用1986年的年报数字。
我市是个新兴城市，史料欠缺，给编写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为了弄清我市

各类地名的音、形、义和起源、演变、方位、命名规律、现状特征等基本要

素，先后查阅了史记、汉书、魏书、南齐书、水经注、水经注疏、明、清县志

和明、清历史地图等各种史料，以及历届政府档案文献、历史报刊、家谱、碑

文、墓志等大量资料，并广泛地访问了有关知情人士，在大量基本素材基础

上，汇编了这本书。

由于编著本书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且水平有限，虽经编辑人员、供稿单

位与撰搞人反复核对和修改，仍难免纰漏，敬希指正。

漯河市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A．／k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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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例 漯河市地名志

凡 例

一、本志内容及各条目、编排、出版等，一般按省“地名志编纂出版方案”
的要求，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突出的反映了本地的特征。

二，编排顺序，原则上以图为先导，文为主体，辅之以表。乡条以上的条

目一般按经度自西向东，纬度自北向南排列。

三、本志收编了漯河市辖区各类主要地名条目。农村村民委员会、城镇街

道居民委员会不单列条目，有关情况分别在各乡镇政区情况一览表中表示，工

业经济委员会、商业经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和居民委员会，简称工经委、商经委、教委、体委、村委会和居委会。

四、漯河市地名图，收录了村委会以上的地名和起地名作用的其它地名。
五、跨本辖区的自然、地理实体，如铁路，公路，河流等简述全貌、重点

记述境内部分。铁路、公路在乡、镇以上的条目中，一般为全称(标准地

名)、其它条目中的则为略写。如北京至广州铁路简称京广铁路。洛阳至界首

公路简称洛界公路等。

六、民族的表示方法：如果在总人口中，均系汉族，汉族则予以省略；如

果在总人iZl中有少数民族，则写为除汉族外，有×族、×族等。

七、地名的汉字书写，使用国家规定的规范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

文化部1955年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联合印发到省

级出版单位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八、地名的读音，以汉语拼音为准。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

局1976年9月修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中国地名委员会
1980年8月制定的《城市街道名称汉语拼音拼写规则草案》与中国地名委员

会(84)中地办字第17号文件拼写。与标准读音有别的方言土语，皆注明当

地土俗读音。

九、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沿革，有根据者予以肯定，直接记入；．传说合乎

情理者酌予采用，写为传说或据传；离奇、附会、牵强者予以舍弃；未能查清

者予以省略。力求准确、客观地叙述。

十、’年代，清朝以前用帝王纪年(标明朝代、年号、年份)并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年问原则上用民国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

律使用公元纪年。
十一、文中各种类型的绠会、庙会、古会、古刹大会，小满会、物资交流

会等，多用地方俗语，统称集市贸易会。

十二、后附有地名首字汉语拼音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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