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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县地名志

序

王军亮

．．．：-一

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前夕，县地名办、县民政局编辑的《洛南县地名

志>一书将要正式出版了，要我写序。遂拨冗静心，通读书稿，仿佛神游了洛南的山山水水、乡

村城廓。对古文化沉积很厚的这块热土，有了更新的认识。掩卷长思，心潮起伏。

洛南背依秦岭，面对蟒岭，洛水横贯，是河南入陕必经之道，素有。陕西东南门户”之称。

， 这里山川秀美，气候温和，土质肥沃，享有“商洛山中小关中”的美喻．想当年驿路蜿蜒，集市

繁华，商贾云集、马帮往来，绘尽了多少历史风云。

洛南地处河洛文化交叉地带。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东坪洞穴遗址出土的猿人化石表明，

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约115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文字始祖，仓颊造字，

摩崖石刻于元扈山；灵龟负图，丹甲青文，禹划九州，导洛自熊耳#太御善俊，种药疗疾，人民

．敬仰应记燕子山麓。封地建国始夏商之际。岁月更迭，沧海桑田，使这个千年古县更有二．份

历史的凝重．

‘自一九二七年，党在洛南播下革命火种，洛南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数以百计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从一九二八年许旅组织发动农民从会仙台起义，

打土豪、分财物；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转战商洛，成立。抗捐第一军”，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

争爆发，洛南藉人士为主组成的“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谱写了一

曲曲可歌可泣的新篇章。 ．

洛南俗称“八山半水分半田”，独特的自然地貌，形成了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林木、药

材、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金、铁、钼、铝、钾长石、煤、石灰石等矿藏储量较大，为

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洛南的确是一个好地方。

‘洛南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经过详细调查，反复考证后形成的，工程浩繁，

资料翔实。概述了洛南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自然变迁、文物古迹、革命遗址，是我们了解

洛南、认识洛南的一个良好的向导。更重要是它为洛南县的行政区划，自然村、镇、街、巷、山、

岭、丘、谷、洞、公路、桥梁、水库、厂矿等一一正名完音，详述了它的得名原因和历史演变，为

我们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地名依据，也为国家的军事、邮电、通讯、测绘、交通、旅游、勘探、水利

等事业提供了科学的地名资料。

本志的编纂者们，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深入乡村、集镇，访山问水，查阅了

大量的文字资料，虽然难免有误，但功不可没。在这里我对付出艰辛劳动的编纂者表示谢意。

一九九四年七月

一7









洛南县地名志目录 3

巡检乡概况⋯⋯⋯⋯⋯⋯⋯⋯(260)

巡检乡标准地名⋯⋯⋯⋯⋯⋯(261)

驾鹿乡地名图⋯⋯⋯⋯⋯⋯⋯(265)

驾鹿乡概况⋯⋯⋯⋯⋯⋯⋯⋯(266)

驾鹿乡标准地名⋯⋯⋯⋯⋯⋯(267)

窄口河乡地名图⋯⋯⋯⋯⋯⋯(271)

窄口河乡概况⋯⋯⋯⋯⋯⋯⋯(272)

窄口河乡标准地名⋯⋯⋯⋯⋯(273)

三元乡地名图⋯⋯⋯⋯⋯⋯_(276)

三元乡概况⋯⋯⋯⋯⋯⋯⋯⋯(277)

三元乡标准地名⋯⋯⋯⋯⋯⋯(278)

第十节石门区⋯⋯⋯⋯⋯⋯⋯⋯(281)

石门区概况⋯⋯⋯⋯⋯⋯⋯⋯(281)

石门镇地名图⋯⋯⋯⋯⋯⋯⋯(282)

石门镇概况⋯⋯⋯⋯⋯⋯⋯⋯(283)

石门镇标准地名⋯⋯⋯⋯⋯⋯(284)

花庙乡地名图⋯⋯⋯⋯⋯⋯⋯(290)

花庙乡概况⋯⋯⋯⋯⋯⋯⋯⋯(291)

花庙乡标准地名⋯⋯⋯⋯⋯⋯(292)
陈蛔乡地名图⋯⋯⋯⋯⋯⋯(297)

陈蛔乡概况⋯⋯⋯⋯⋯⋯⋯(298)

陈垌乡标准地名⋯⋯⋯⋯⋯(299)

栗峪乡地名图⋯⋯⋯⋯⋯⋯⋯(304)

栗峪乡概况⋯⋯⋯⋯⋯⋯⋯⋯(305)

栗峪乡标准地名⋯⋯⋯⋯⋯”(306)
油房乡地名图⋯⋯⋯⋯⋯⋯‘⋯(309)

油房乡概况⋯⋯⋯⋯⋯⋯⋯⋯(310)

油房乡标准地名⋯⋯⋯⋯⋯⋯(311)

麻坪乡地名图⋯⋯⋯⋯⋯⋯⋯(314)

麻坪乡概况⋯⋯⋯⋯⋯⋯⋯⋯(315)

麻坪乡标准地名⋯⋯⋯⋯⋯⋯(316)

孤山乡地名图⋯⋯⋯⋯⋯⋯⋯(320)

孤山乡概况⋯⋯⋯⋯⋯⋯⋯⋯(321)

孤山乡标准地名⋯⋯⋯⋯⋯⋯(322)

第十一节保安区⋯⋯⋯⋯⋯⋯⋯(325)

保安区概况⋯⋯⋯⋯⋯⋯⋯⋯(325)
‘

保安乡地名图⋯⋯⋯⋯⋯⋯⋯(326)

保安乡概况⋯⋯⋯⋯⋯⋯⋯⋯(327)

保安乡标准地名⋯⋯⋯⋯⋯⋯(328)

第十三节永丰区⋯⋯⋯⋯⋯⋯⋯(360)

四皓乡标准地名⋯⋯⋯⋯⋯⋯(375)

谢湾乡标准地名⋯⋯⋯⋯⋯⋯(380)

第四章 自然地理实体

第二节河流⋯⋯⋯⋯⋯7⋯⋯·(39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