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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地名志》的阅世，既是我区

地名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标志着我区

在填补地方史志空白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因而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大千世界，无论山JiI，河流，城镇、

乡村．街巷、胡同都各有其名，这就是地名。

地名作为区别不同地域的标志和符号，是

人类社会进行社会活动必要的一种工具，

它的重要性不管是否被人们所意识，事实

上任何单位、部门、行业以至个人谁都离

不开它。

所谓历史，无非是对时间、空间，人

物的记载，如若脱离开活动的地址这个要

素，人类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发展进化的

历史又该在哪个舞台上演呢?难怪，我国：

十四史中有十六部史记载了地名的史实。

我国历代许多记载地名的史地著作，诸如

地方志，疆域考和地名词典等，构成了我

们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继承中华民族修史撰志的优良传统，

保持地名沿革的完整性，更好地为各项事

业的发展提供标准化规范化地名，是城市

科学管理、文明建设的需要，不是可做可

不做的工作，它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石景山地区历史悠久，夏商时属古燕

国，秦代隶属广阳郡，东汉称蓟，明清为

宛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石景

山区区划屡经变更，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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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了全面、

系统、准确地反映我区的历史沿革和当代

建设成就，区政府根据市政府的要求，于

今年七月组织力量、历时半年左右的时间，

编写了这部《石景山区地名志》。我相信，

此《志》的出版，对于沟通我区与外界的

交流，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人民是社会文明和历史的创造者，也

是一切地名的真正创造者。我深信，石景山

区的30万人民—定能继往开来，在石景山区

这块土地上，继续谱写更加光辉的新篇章。

编写地名志是地名工作中的一项叛的

任务，它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有很强的政

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由于种种原因，

这部《石景山区地名志》难免会存在某些

疏漏或不当之处，希望各界有识之士提出

宝贵的意见。

最后，我谨代表石景山区政府，向所

有关心和支持这部地名志编辑工作的单位

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0年12月5 H

私出：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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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我国地名文化，根据北京市政

府办公厅京政办发(1989340号文件精神，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区政府的领导下，由

区规划局具体组织编辑出版了石景山区历

史上的第一部地名志。

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

是指示地域方位的一种语言符号；从另·

个角度来说，它又是时空统一和发展变化

着的社会文化现象。没有地名的社会，简

直是不可思议的社会。

地名志作为一种志书，是记载、宣传

和说明与地名有关的综合信息，是应用于

现代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指南。它是信息化

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石景山区地名志》收集了本区85．74

平方公里辖区内的现行地名和部分历史地

名，主要有政区地名、聚落地名、．自然地

名、交通地名，水利地名、企业地名、文

化地名，名胜古迹名、纪念地地名、历史

地名等十篇正文及包括地名诗词、地名故

事、地名石刻、地名工作大事记，地名文

件汇编等5项内容的附篇。全书选录词目

726条，计50余万字，及各类地图32幅，黑

白照片364帧，彩色照片6l帧。本志根据

“侧重地名，略古详今"的原则，以文字、地

名图、照片为主要表现形式，力求表示出

每个地名的正确书写形式，标准读音，所

处地理位置，名称含义。由来及演变，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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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反映出该地名所指范围内的自然和经

济概貌。

为使这部地名志书更具有科学性、知

识性，实用性、普及性，既能为现实的经

济建设、行政管理和人民日常生活服务，

又能以其翔实、具体的史志传流后世，编

辑人员在本志的编排体例，编排形式上用

心良苦，力争将文、图、照片合理安排，

使图文并茂，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布局

严谨。本志内容翔实，考征深入，附篇中

收录了地名石刻拓片，是本书不同予其他

同类志书之处。用意在于能为盛世修志有

一个新的立意和开拓。

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北京市地名办公

室的指导和协助，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部份师生协助进行部

分地名的调查和材料整理，驻区各单位及

时提供素材，许多单位在人力，物力，财

力方面给予支持，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

厂赶时闻排版印利。在编辑人员和责任编

辑的共同努力下，使该志从资料更新到成

书全过程仅用了6个月时间。困工作量大，。

编辑时间仓促，编辑人员水平有限，不妥

和疏漏之处恳请方家及读者斧正。

《石景山区地名志》编撰组

一九九。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收录石景山区各类地名726

条。城市街道居委会不单列条目，在“街

道办事处’’条内简述有关情况。

二，跨越石景山区的地理实体，如山、

河、引水渠，以及铁路等，略述全貌， 着

重介绍境内部分。

三，地名的名称，以《北京市石景山

区地名录》为准，个别地名(如桥名，村

名等)作了一些改动。本地名志所收地名

为今后使用标准地名的依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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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单位的《印

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五，地名的读音，以汉语拼音为准。

按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和国家测绘总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地名汉语

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部分)为准。

六、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沿革，有根

据者予以肯定；传说合乎情理者酌予采用；

无定论者，遂一叙述；离奇，附会，牵强

者予以舍弃；未能查清者予以省略，力求

准确。

七、本志所述区划及所引统计数字，

凡未写明年分的，都截止到1990年7月。



八、引用数字，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

九、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1年批准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

方案》处理。如面积为“平方米”、“亩’’，

长度为“米"、“公里”等。

十：专业术语，按主管专业部门规定

使用。

十一、编排体例原则上以文为主体，

力求图文并茂，穿插有序。

十二：本志条目按类别编排，依次分

为：政区地名、聚落地名、自然地名、交

通地名、水利地名，企业地名、文化地名、名

胜古迹、历史地名、纪念地地名等10大类地

名。

十三：所收录的文化、企业部门词条，

系选收，并末全录，其中凡有专名的，其

前面的指地性或归属性名称一律删去，需

保留的归属性名称予以简称。

十四：归属性名称为首都钢铁公司的

一律简称“首钢”。

十五：凡保密单位及有保密性质的内

容概末收入。

十六：本书有各类地名图32幅，图注

中，有的单位名称予以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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