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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年编纂的警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终于出版了，我从心底感到j‘这是一

件值得庆贺的事。

所谓《志》，古人的解释是史之辅。凡正史不录，专史不详的，往往在《志》中

有详细的记录。那么地名志，顾名思义，是对于地名规范书写形式和标准读音的

完整、系统介绍，并通过对地名的产生，特点、沿革和现状的全面，准确，科学

的记载，反映这一区域的历史和现状。

众所周知，本区境地在古书《禹贡》所列九州中，为扬州的属域。嗣后，历经

唐、宋、元、明、清，本区地境相继属华亭，松江府和上海县。光绪二十五年，

静安寺以东主权随路权一起沦入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及至抗战胜利，才得以光复

并正式建区。

光阴荏苒，上海解放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里，地处上海闹市中心

的本区虽然迭经风雨，但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

里面有多少值得记载，值得讴歌，值得总结的事呵l

为了继承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修史撰志的优良传统，为了向各级领导提供一本

从政手册；为了给日新月异地发展着的各行各业提供地名方面的规范依据，为了

激发起年青一代爱家乡、爱祖国的拳拳之心；也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

文化遗产，我们设置机构，抽调力量，组织班子，着手编写这本地名志。因此，这

部《志》的出版，对于加强本区同兄弟区、兄弟省、市的横向联系，发展对外经济

贸易，一定会有参考价值，而对全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一定是一

项相应的基础工程。

编写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工作中肯定会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但有了这

么一次实践，今后就可以把这类工作做得更好，也为今后编写地方志积累了经验。

区地名志编辑部的同志在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下，兢兢业业，通力合作，不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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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本志的编纂任务，并且还丰富了我区有关方面的档案，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以这种难能可贵的埋头苦干，难能可贵的认真负责，难能可

贵的大协作精神，同心同德地为振兴我区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王走
一克八八手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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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

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以共同约定的语言文字的代号。地名的称说和书写的正确

和统一与否，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使地名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我们遵照国务院以国发C1979]305号文件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文件精神，在1980年进行的

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了这部地名志。

<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采用图、录、典、志相结合的编纂方法专述区境内的地

名。在每条地名的释文中，除记述方位、起迄，规模外，还尽可能翔实地对地名

的来历、沿革作出说明。因此，它将为工商业、外事、．公安，邮电、新闻、文教、

科技等方面提供详细的地名资料，是党政机关及各部门所必备的工具书。同时，

也为广大读者了解我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概况和特点提供

方便，为我区地名管理工作走上正轨奠定基础，为全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进行爱国爱家乡教育提供了一份参考教材。

全《志》收录现行地名和历史地名共1968条，各类地名图38幅，彩色照片90余

幅，黑自图片220余幅，约80万字，少量重要地名撰有专题文章。编撰过程中，力

求内容丰富，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科学性和史料性。

为了使读者正确掌握和使用本《志》，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志》根据志书体例，结合本区的实际情况，正文部分分为。矗行政区

划一、拓区片、居民点移、口道路"，“河、渡，桥弦、“纪念地，名胜古迹，园林彦、“企

事业单位"和“其他弦等七个大类。除矗企事业单位"类只收录现行地名和“其他黟类

只收录历史地名外，其余地名均按现行地名和历史地名两个部分收录。正文后附

有附录和附表。-

二、各类地名按其词目的汉字首字画数顺序排列，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一

I／，、7顺序排列。首字相同的词目，按宇数顺序排列。字数相同的，酌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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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画数和起笔笔形排列。余类推。

三、断限时间，无上限，下限断至1986年底，“区片、居民点"类词条中的有

关数据断至1985年底，个别情况(如收录的文件等)截至发稿日。

四，本《志》所引用的各种数据和专业术语，均按各学科、各主管部门的口径

统一。

五、本《志》标准地名的读音，注有汉语拼音，并按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拼写。

六、凡保密单位及具有保密性质的内容概未收入。

七、本《志》中，露建国前后一、“解放前后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矽；“文

革中一指搿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弦，“居委会"是“居民委员会矽简称。

八、词目中凡有专名的，其前面的指地性或归属性的名称一律删去，以方便查

阅。如“上海元丰毛纺织厂"的词目定为“元丰毛纺织厂弦，“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的词目定为搿华山医院"，凡无专名的，其前面的指地性或归属性名称作

为专名予以保留。如“上海第一毛纺织厂一、搿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黟等。

九、本《志》书末编有“地名首字音节查字表"和“地名首字笔画查字表弦，以及

按地名汉字的首字汉语拼音音节顺序排列的索引，以方便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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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区领导和区地名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周国瑾阮锦梧刘明模陈玉焘 吕 延陈 炜韩士章

王韵兰史济良张福奎

后排左起：丁贤钜于传璋张广福王鹤洲李拔雄刘承发郝国扬

马成张希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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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曹家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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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公寓

北京新村内小花园

梅兴里新工房

联华公寓

马勒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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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北京西路r胶州路口)街头花园

2．南京西路(铜仁路IZl)街头绿化

3．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口)的儿童乐园

4．延安西路南京西路口

5．繁忙的华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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