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江市地各志

晋江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江市地名志/晋江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一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238-117-9 

1. 晋… II. 晋… 皿.地名一晋江市凹. K925.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第 132975 号

晋江市地名志

编 者:晋江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责任编辑:卫家雄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编 100732 " 

网址 http://www. fzph. 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X1194 1/16 

印张 25

字数 717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80238-117-9/K • 859 定价 26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 

市标

,\( • 

" 

同事马、

/ 
/"" 



市区全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紫帽山



" 

,/' 

" # 



深沪湾





安

、市

L:.. 

飞离
斗持

峡

省道

一 般公路

库

田

头
桥
峰

机场

旅游景点

自然保护区

码

堤

水

盐

dJ 

飞斗_____8

在9
J:. 

++++ 

A 
-HAA

D 

图例
县级行政中心

街道办事处、 镇 、 乡

村委会 肘委会

农林场

县界

街道 、 锁界

高速公路及名称

在建高述公路

铁路及车站

同边及编号

。

0 0 

4亘ìf>i tli豆þ::=

工~

=在E二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晋江历史悠久，而自远古至西晋永嘉问 (307-312 )，其地名皆

无可考 。 西晋永嘉间，中州板荡，大批中原士庶为避兵焚 南迁，至此

东南海隅沿江而居，为寄托故土情怀，称江为"晋江"具体地名方

由此始 O 其后至唐，仍无其他地名见诸史籍 O 唐开元六年 (718) ，析

南安东南地置县，县以江名 O 唐时行政区划建置，已有乡、里、保、邻

之名，可惜相关地名今史焉不存 O 唯自宋以及元、明、清至民国，建

置及村街之名，今尚幸存些许，此乃弥足珍贵之资料 O 行政建置之

名，本缘 自山水等自然体之名及人文之名，而历来史乘也无专志志

之 O

晋江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重要的组成部分，风土民俗等方面

有其地方特色，文化有其优秀的传统和丰厚的遗存;晋江又是台湾

同胞主要祖籍地之一，也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重要祖籍地 。 借

改革开放之力，闽南金三角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旅游和对外交通

经贸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且港澳台同胞、海外

侨胞素有爱国爱乡的传统，寻根渴祖已成为他们寄托对故国家园

和亲族的情感的一种重要形式 O 地方地名是带有地方特色文化的

一处宝藏，将其整理编篡为志，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D

这不但是对地方特色文化的一个总结和弘扬，而且可以此作为沟

A 通海内外三百万晋江人的爱国心、民族情、乡亲谊的纽带 O 它将帮

助人们了解晋江的地理、历史、沿革兴替，了解晋江社会主义建设
/ 

的伟大成就，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夺具体、生动的乡土材

料:将对晋江今后的政区设置、城市规划、户口管理及经济、文教、

科研、交通、旅游等各方面事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O

晋江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历 经 3年，终编成晋江有史以来第一

部地名 专志 o ~晋江市地名志》广采古籍史志文字，博征地名形成之



自然体山水海域及人文资讯;有古今地名之源流探索，地名特征作

用之研究，地名命名之原则依据，以及地名管理的研讨 o ~晋江市地

名志》的出版，既是对静，江古今地名及其资讯的整理保存，也是对

传闻乖错、野史杂乱之现象的厘清，更是对地方优秀文化遗产的传

承和发扬光大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O

晋江人有光复(1目物的光荣传统和开拓创新的优良作风，古今

地名的整理和研究只是地方传统文化事业建设上的一个努力，它

将为晋江"三个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O

中共泉州市委常委 .J.....~ 
l,Þ}1i1lv 

中共晋江市委书记 T-' -
20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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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3年，由晋江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组织编篡的 《晋江市地

名志》出版了 O 这本书全方位翔实地记载了晋江地名的历史和现

状 。 全书体例完备，条理明晰，结构严谨，内容丰富，是晋江文化建

设的又一硕果 O

晋江历史上并无地名专志，一些地名未能得知由来，一些地

名因年代久远而失传，一些地名因时代变迁、区划调整，或新生、

或变更……这部《晋江市地名志》的问世，填补了这项历史空白 D

该书收录了现有行政区划、山川、海域及街路、人工建筑、名胜古

迹、住居点等地名，还有历代因行政区划变更所保留的乡、里、都、

堡、村等地名 O 这不仅便于我们了解家园故里及其名称沿革，更为

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回乡寻根渴祖、查找古今地名提供重要线

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O

一代又一代的晋江人，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开拓、建设、经营

着晋江这座千年古邑，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O 地名的变化也折射

出历史的发展 O 我们不仅以地名志铭记历史，更要充分发挥晋江

丰富的"地缘文化"优势进一步激励海内外 300 万晋江人凝心聚

力，创新创业，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谱写晋江更加光辉灿烂的篇章 O

是为序 O

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晋江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主任
·、占

1叫
20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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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晋江市地名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晋江历史以来的地名由来、变迁及相关资讯。

二、本志记述范围为晋江市辖域内的地名 O 历史上本属晋江辖域，而后析出

者，一般只存目;其中较具存史价值者，则予保留相关资讯以备考 O

三、本志记述时间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 2003年设街道办事处之前 C

为保留历史上本属晋江辖域而后析出者及有关资讯，特设历代政区沿革与地名一

章，予以记述。 山体、海域、岛屿，与石狮市相连接或资料难以明确区分的，予

以保留，下限至 1988年石狮建市前，并在相关章节注明资料截止时间 O

四、本志为较全面、较详细、较完整反映晋江市行政村、居委会以下自然

村、角落地名，特在村、居地名中将自然村、角落地名和自然体名称、住居点地

名、人工建筑地名、名胜古迹地名中有地名出处的作简要记述;为突出几类重点

地名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积淀，设立自然体名、人工建筑地名、名胜古迹地名

专章记述，有的加附文，以使说明更清楚，内容更丰富 。

五、本志中所指 "xx年代"概指 20 世纪xx年代;非属 20世纪者，则前

加xx世纪，如 "19世纪 90年代" 。 纪年中，清以前采取年号并括注公元纪年，如

清康熙二年 (1663); 民国时期为民国年份并括注公元纪年，如民国二十六年

(193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为"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如

1992年 。

六、本志所涉及的机构组织、职官以当时名称或通用的简称记述 O 计量等单

位名称以当时官方单位名称为准;因沿用习惯 保留使用"亩" "华里"的计量

单位。

七、本志资料在采用时均经校对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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