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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县地名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序 言

一个地方的命名，情况尽各不相同，总莫不和人民生活密切相

关，甚至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因此，对本区域的地名作一

番认真的调查整理，使某些欠缺得到补充，某些混乱不合理状态得

到改正，求其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地理、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特点，

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在我的童少年时期，每次从乡下进城，都要经过县城东门外三里

许的孝子坟和孝子祠。相传先秦时有个孝子负土为父筑坟而劳累致

死，成群的乌鸦又衔土为孝子筑坟，就是县名的来由。这个传说很

有些神话色彩，但不仅说明了我们义乌的悠久历史，也包含着人伦

道德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巨流中，义乌人民有他们的独特贡献。

编好《地名志》，不仅为了查考的方便，是实际应用的工具书；而

且记录了历史文化的兴革，更是鼓励人民热爱乡土和国!家的教科

书。我很为家乡《地名志》的编成而高兴，给它写下这篇短序。

王西彦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上海

注，著名作家王西彦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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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地名工作日益重要和广泛。根

据国务院有关文件一再指出，地名工作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国家‘

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

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1980年全国性的地名普查和

对少数不规范地名进行标准化处理，是做好地名工作，为全面开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服务的必然o

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的部署和浙江省人民政府(1980)113号

文件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筹备，我县于1981’年5月在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主管地名工作部门的指导下，对全县的行

政区划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人工建筑物和名胜古迹名称

以及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进行了逐个调查核对，并对规定范围有地无

名、重复地名、庸俗地名等作了必要的命名和更名。在这个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核实、考证、注释，终于产生了《义乌县地名志》o

《义乌县地名志》是一部以介绍本县地名为主的资料工具书。

该志书中共收入2699条地名，其中行政区划名称787条，自然村名

称1491条，街、路、巷名称46条，山河湖塘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40条，

独立存在、具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和人工建筑物名称125条，

名胜古迹名称9条，同时附有与地名相辅相成的义乌著名人物，土

特产和交通、地形、水系等方面的内容。对一些重要地名除文字说

明外，还配有照片。这是我县有史以来收录较为丰富的一部地名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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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工作走上轨道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



步。查阅地名志，不仅可以掌握许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且可以

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人文地理、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的概况，分

析和探索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

为方便查阅和正确使用本志资料，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凡列入本志的地名系现行标准名称，具有法定性，使用时

不得随意更改或易字简化。

二、本志地名编排，先排县、镇，然后以区为整体，以乡为单

位，先排乡政府驻地村及其村民委员会，其余村民委员会、自然村

则按乡地名图从左至右、从上到下进行编排。其它地名按同类集中

编排，为明了起见，地名的标准名称采用黑体字排印。

三、本志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线均未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四，本志使用的各种数据，是1982年年末统计数(除个别注明

者外)，自然村人口户数采用概数表示。

五、为了丰富地名志的内容，着重列了部分历代名人和现代已

故著名人物。

六、本志所录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

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七、本志中有个别地名用字，如江湾乡高釜村的“簦字，

音g百n(敢)’’，因找不到合适的代用字，又为当地群众所习惯，

故予保留，其含义在条文下注释。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一些专家、学者和地名工作爱好者的

支持以及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并经省地名委员会审阅，对本志提

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尤其是著名作家王西彦为本志写了序言，在此

一并感谢致意。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志书中错误在

所难免，希批评指正l

义鸟县地名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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