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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县地名志》，凡八阅寒暑，五易其稿，现编纂成书，付

梓问世。这是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继《东平

县志》出版后又·新体例的专业志成果。

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专称，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

它反映了时代的特征，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并且在历史的长河

中，逐渐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工具o‘因此，将地名编纂成志，对

研究我县历史，认识东平现状，发挥其资政、教育、存史作用，

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o·

东平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古至

今，曾设古国、立郡路、建府州，向为我国北方重镇。其山河、

湖泊、城邑、村落等地名众多。纵观各类地名，或踪随地理，源

出古邑；或因势象形，标志地域；或寄以嘉言，冠以姓氏⋯⋯既

从不同侧面保留着人民群众艰苦创业的烙印，又从不同角度记载

了自然变迁、历史沿革和人们相互交往的史实。而在漫长的岁月

中，由于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地名也相应地发生

了变异，出。现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异地同名等弊端。尤其“文

化大革命，，中，地名比较混乱，给交通邮电、广播通讯等方面带来

诸多不便。现在经过地名普查、补调考证和标准化处理，纠正了

现存的问题，为社会提供了准确的地名资料，使我县地名走上标

准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之举o

《东平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专著，是各方面

通力协作、众手成书的结晶。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材料编辑成书。翔实地记载了我县行政区划、居民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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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等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

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以及相关的经济文化史实等。文中并插有地

图与照片。条目清晰、释文简要、图文并茂、检索方便，可为各

部门、各单位必备的专用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省市有关部门

领导、专家学者，县、乡、村党政部门、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干

部群众给予了指导和帮助。从事地名编纂的同志，以高度的责任

心和历史的使命感，不辞劳苦，切磋琢磨，为编好地名志付断
辛勤的劳动。鉴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东平县地名志》现已印刷出版，刊行之际，殷切希望能在改

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方便各行各业的工作，加强两个文明建

设，实现东平经济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东平县人民政府县长题馅看
二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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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东平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专．著。编纂本

志，旨在通过完整系统地记载东平县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以及

与地名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历史资料，全面

准确地反映县内各类地名的语源、沿革和特点，为社会提供准确

的地名资料。它不仅是各部门、各单位必备的专用工具书，而且

是研究东平历史，认识东平现状的重要资料之一。同时，为本县

地名走上标准化、规范化的轨道奠定了基础。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

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山东省市、县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

求，在地名普查、补查和地名标准化的基础上，用新观点、新方

法、新材料编辑成书o
‘

本志内容以行政区划、自然村、专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

胜古迹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等各类地名为主体，翔实地记载本

县政区范围内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地理位置、现状、历史沿

革、隶属关系以及与地名相关的经济、文化史实等。采用地名条

目、地图、照片、表格相结合的形式编写，力求篇目结构合理，

图文并茂。卷尾附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和汉语拼音音节索引，

以便检索。全志共收地名条目1 627条，地图45幅，彩色、黑白

照片2 24帧，表格23张，附录7种，共计78万宇。

本志时关千年，事涉千条，内容浩繁，且互相干联。编纂中

谨遵求实存真，述而不作，富褒贬于事实之中的原则，秉笔直

书。务求资料翔实，沿革脉络清楚，内容丰富，记述客观公允，

文字通俗易懂，力戒假、大、空话。对每个地名的名称由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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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沿革，经考证有定论的即从定论，无定论的则多说并录，以备

考顿o j?

全县1 7个乡(镇)；除东平镇外，一般按自上而下，从左向

右的次序编排。每个乡(镇)按地名图、地名释文的顺序编排。

村民委员会，未单列条目，只在相关条目中作以反映，并以表格

形式列出村民委员会名称、驻地及所辖自然村，附于各乡(镇)

地名释文前o

地名图，主要反映本县现行行政区划、标准地名；历史地

图，主要反映东平县各历史时期的疆域境界、政区设置、隶辖关

系、主要地名等，采用历史图和现今图套印，以便古今对照，直

观表现发展变化的情况o

本志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时间的记载，1 91 1年前采用

中国历史纪年，其后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1 91 2年后只用公元纪

年。各类专业术语，按各专业部门的统一提法，做到规范化。地

名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拼写。各类

统计数字，以东平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统计局未作统计的，以

业务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除注明者外，均为1{9 9 1年底统

计数字。行政区划资料截止到1 9 9 3年5月，各类地名条目中的

“距离"均指直线距离o ．

本志资料来自采访、档案、图书报刊、旧志、家谱、碑碣及

本县各单位编写的专业志和各专业部门提供的系统资料，一般截

止到1 99 2年底，少数资料延至本志截稿时。使用时除自然村名

称来历中注明出处外，其余不再一一注明。

编纂《地名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

涉及的知识面和社会面甚广，时限较长，加之水平有限，志中缺

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匡正赐教。

东平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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