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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地名领导小

凄【的部署，我县于1981年6月组成专门力量，开展了地名普

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对全县551条地名现状和历史

进行了认真地调查与考证。其间，主要参阅了《风俗记》、

《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水经注》，《：地理志》、

《二十四史'和光绪二十六年‘深州风土记》，民国二十一

年《河北通志》、民国二十四年‘河北省行政区划沿革新

考>，康熙二十六年《安平县志》等重要史籍，广泛的访问

了一些熟悉本县历史、掌故，古迹、传说的老先生、老干

部，t老“地方通刀，挖掘搜集到古碑8块，为100多条地名

的来历、含义，演变找到了依据。所得资料经过内业整理和

地名标准化处理形成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文字概况一，

“地名成果表"，“标注标准地名图’’，“地名卡片骨)。经

县地名领导小组委托的地名普查审查验收小组审查验收后，

又经省，地地名办公室复验合格。在此基础上，为使这次普

查的成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给各条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

资料，并服务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生活。特编纂了这本《安平

县地名资料汇编》，作为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

工具书，同时又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将四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汇

编成册。通过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各方面专业人员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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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表、卡、文进行了审核，补充，修订，并适当增编了一些篇

目，县政府领导同志亲自审阅稿件，地区地名办公室又作了

全面审定工作。因此．《安平县地名资料汇编》的资料较地

名普查成果更可靠，更真实，更完善，同时保持了四项成果

的系统性、完整性。今后使用安平县地名及有关资料，应以

本《汇编》为准。如需更改或补充时，须按国务院《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 本书收编县标准地名示意图，城镇(自然镇)地图各一幅，

县，社和其它地名概况28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共263篇，

各类标准地名551条，有关参考文、图分别收入概况和附录

中。《汇编》正文的编排，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录

为依托，力求图文并茂．志录兼备，方便实用。
‘

本书以地名普查收集的资料为主，并参考了有关历史记

载。对民间传说进行了分析，考证和必要的取舍。所引各类

数据均以县统计局1978年(为正常年景)年终统计表为准。

所有地名均为1981年地名普查标准化进行处理后标准名称。
‘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语言简

明。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内容和文字还欠

认真推敲，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错误和问题，垦望读者予以批

评指正。 ． ，

●

安平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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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县概况

安平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在省会石家庄东偏北91．2公里

， 处。东与饶阳县交界，西靠深泽县、安国县，北和博野县，

蠡县接壤，南与深县．束鹿县毗邻。总面积505平方公里。有

250，975人，基本上都是汉族(土家族，俄罗斯，回族等为

极少数)。辖20个公社，1个国营农场。230个大队，1166

个生产队。263个自然村。安平县人民政府驻安平县城，北关

为民街。

安平县历史悠久。据康熙二十六年《安平县志》载，安

平本禹贡冀州之域。虞舜时属幽州，夏，商两代属冀州，周灭

商后此地重属幽州。春秋时期属鲜虞国，战国初属中山国，

后归赵国，秦改封建为郡县时，此地属巨鹿郡，西汉时，始置

安平县，属涿郡。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封鄂千秋为

安平侯，东汉时属安平国，治所信都。三国魏时，属博陵

郡，治安平县·晋时，属博陵国，治安平域。隋统一中国．属

高阳郡。唐初，安平县属定州，武德四年，置河北道深州，

州初治安平，寻徒饶阳。贞观十七年废，县还故属。宋初，

属。河北东路劳之深州。元太祖十九年，废深州，安平县升

为南平州。太宗七年属真定路深州辖。明朝时．属京师真定

府晋州辖，清朝时，安平属深州，中华民国初属保定道深州

辖。1937年甜七七"事变，国民党县长王凤翔携械南逃。

1938年共产党成立抗日政府，1939年，日本侵占安平县城。

1945年5月安平解放，八月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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