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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地名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地屉的产生，演变是社会进步的标
： 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地名学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加强地名工作是我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自1980年以来，按照

国务院颁发的《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有关

单位的帮助下编绘出版了不少地名资料i广大地名工作者依据我市的实际情

况，以开拓进取的精神，继往开来，’编纂，出版了《吉林市地名志》，为我

市地名工作打开了新局面。5 ¨‘t， ‘j
‘

： 。《吉林市地名志捧是具有法定效能的地名工具资料。长期以来，由于有

： 些地名比较混乱，给外交，军事、交通，经济，邮电，公安，城管、旅游，

测绘等工作遗成了许多困难和危害。通过地名普查，对无名，重名，不雅地

名，含义不健康地名及有损民族尊严等地名，进行了科学的更名，命名和正
‘

音，正字：正义等标；隹化处理。-今天用志书的形式，使标准名称在社会上得

到普及和应用，标志着我市地名管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部志书的出版，必

将为加快我市四化建设步伐起到积极的作用。

《吉林市地名志》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地名是研究历史的窗口，通

过考证地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吉林远迎长白山，近绕松花仁，五千年前

就有人类栖息。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为了独立，生存，进行了不屈不

挠地斗争。为捍卫祖国北疆，从明朝开始修建了“船厂嚣。清朝于16734为抵

御外患，修建了0．2平方公里的军事城堡，吉林乌拉成了南卫盛京，北防老

羌，东保龙兴搿扼三省要冲、为两京屏障矽之地。经过三次扩建的吉林城，

成为东北有名的一座古老城市。清王朝入关后，以“贡山围场”为名，封禁

二百余年，文风闭塞，灾患频仍，人们陷于祈祷仙佛，求助苍冥的困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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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吉林人民义愤填膺，抗俄，抗日的浪潮此起彼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燃起地下烽火，群起挥戈奋战，和全国人民一道用

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在反帝，反封建，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中，谱写了千

秋不朽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刨业，今天的吉林城区

己发展成拥有210余平方公里，百余万人口，全国有名的较大城市之一。己同

日本山形市，美国斯波坎市建立友好关系。平等代替了压迫，安乐代替了饥 。

苦，科学代替了愚昧'：开放代替了封闭。这颗松花江上的明珠，将更加绚丽

多姿，大放异采。历史和现实，是我们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家乡，

继承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i． 一 ”。r。‘。’r 一 。

。_《吉林市地名志》是为子孙后代创造的宝贵财富。由于种种原因，己 J

有五十多年没有纂写和出版志书了。在纂写这部地名志的过程中，为了使每
’

条地名的信息达到“准，细、全’：新纾的要求，在内容上实现“观点和史实

的统一，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拶，编辑人员坚持实事

求是的精神，尽量做到言必有据，去伪存真，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证名

源，亲临踏查等艰苦细致的工作。尤其是进入审稿、总纂阶段，同志们宵衣 ．

旰食，呕心沥血，克服了许多困难。，这部集体劳动的结晶，．将为开发，建设

现代化的吉林做出可贵的贡献。j ：。，一，
· 。一。 。；7’

、，在《吉林市地名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及各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藉此出版的机会，。一并表 。

I悟衷心地感谢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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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吉林市具有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她物半天宝，人杰地

灵，是松花江上的一颗明珠。吉林乌拉自立木为墙建城至今三百多年来，各

族人民与外来侵略，封建势力，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为实现民
“

主，自由和幸福，谱写了一曲曲光辉篇章。尤其是解放以来，全市人民奋发

图强，艰苦雹l!业，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破烂不堪的消费城

市，己经发展成一座以化工、电力、冶金，轻纺为主的工业城市和全国有名
一 的体育、旅游，甲级开放城市之一。 +

自古以来，吉林市尚无一部地名专志。／火1980年开始，在各级政府的领

- 导下，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组织人力、物力，对各类地名进行普查、

’，考证和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撰、整理，出版了

《吉林市地名志》。它记述了全市各类地名的由来、含义、演变，地理位置、
J一 建筑规模，聚落形态，人口及民族，气候，物产、经济，文化、交通和特殊

大事等必要的信息。这部志书是研究地方历史地理，经济建设、民族文化的

参考资料，也是军事，外交，民政、城建，公安、交通、邮电，教育，文

化，史志，卫生，科技，测绘、旅游等许多部门必备的工具书籍。这部地名

志是在我市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下问世
。

的。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地名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地名管理显
’

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并

且进入了新旧体制转换阶段。编撰地名工具资料，不但是加强地名管理的重

要手段，也是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乃方针的需要。它的出版对

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事地名普查和编撰《吉林市地名志》的同志们，在搜集，考证地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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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息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踏查了全市城乡各个角落I访问“三老嚣，核实年

代，数字，秉笔直书，斟酌字句，九易其稿，熔俦成书，做了大量的工作。

尤其是几位年逾花甲古稀的离退休老同志热心地参与工作，为这部志书的出

版呕心沥血，发挥了余热。在这项既有益于当代建设，又为后人造福的事业

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藉此出版机会，让我代表孙宝成，于德修，周庆丰

等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谨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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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说明

r*
i

几一一点 说一’明

一，本书编纂资料范围为市内五区，即昌邑．船营、龙潭，郊区和左家

特区(外五县各有专志，故本书不载)。其中有总篇，行政区划聚落地名篇

1295条，自然地名篇25条，人文地名篇446条，地名资料篇636条，，共计2400
‘

●

余条。
一

，

一 ，’』 ．

一 。

+‘’|．

二、在记叙名称由来，含义，演变方面，以主地名为主，派生地名从

略。在介绍行政区划沿革方面从建削伊始写起。两者皆略古详今。

三，本书在表示时间，长度、重量，面积、容积和其他量值时，一律采

用公削计量单位并遵照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
‘

规定处理的· ，．

四、文字使用和汉语拼音均按国务院关于统一使用简化字一，二批及汉

语拼音方案和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关于《中

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的要求处理，属于资料介绍

性质则不注汉语拼音，凡是标注汉语拼音的均从标准话发音。 。

，五，各类地名的编排，以所在行政区划习惯顺序排列。在交通地名中，

属于规模较小，正在改建，扩建中的一少部分街路没有收进本书。
、 六．本书有关资料除人口数依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外，其他数据均

截至1985年底。

r

f

_ j 。

《吉林市地名志》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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