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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标记和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地名是

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更替，环境的变迁，地名也

在由少而多、逐渐增加，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

我国对地名的研究，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远在古代就有：形方掌邦国之地域，山师JlI

师掌山林川泽之名，原师掌四方之地名的说法。孔子也曾说过：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

不顺。"

从历史角度讲，通过对地名的整理和研究，探讨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可以从中

了解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分布情况，为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和其它学科提供必

需的资料；从现实意义看，国家的政区设置、城乡建设、外事往来、新闻出版、交通邮电、

公安、旅游、文教、科研等方面，都离不开地名的标准化和译写的规范化。地名同时又是地

名学研究的对象，它是介于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测绘学、方志学之

间的一门边缘科学。它既具有区域性，又具有综合性以及错综性与广阔性。处于信息时代

的今天，地名又是一个信息载体，能汇集、储存各种信息，是各行各业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

机体。

临猗地处运城三角地带的北沿，为晋南大县之一。它的自然环境与周围各县相比，既有

共同之处，又有其独特之点，峨嵋岭虽然横贯东西、南北中分，但气候温差不大，土质均较

肥沃，土地利用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土地就成为临猗的最大资源，也正是l临猗的

独特之点。同时，又有着勤劳纯朴的四十三万人民这一较为雄厚的人力资源。处在经济起飞

的今天，我们就是要以此为基点，发挥我们的优势，避开我们的短处，为开拓经济建设新局

面，实现“翻两番"作出应有的贡献。

I临猗县委和政府考虑到本县自清代至现在百余年来，还没有一本地名工具书为各行各业

所利用，故决定用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的成果编纂一本资料翔实的《地名志》，并把这一任

务交给了县志办公室的几位编辑同志。

这部“地名志》中所列的各个章节，有的是叙述临猗的历史沿革、政区变迁以及文物古

迹和与地名有关的趣闻轶事，但更多更大的篇幅，主要是叙述各个自然村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形差异、人口、土地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当前所处的经济地位等。还有两个章节，介绍了

l临猗的台站厂场、文教、卫生等方面。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临猗的工业经济概况和文卫

设施的发达。另外，还有一个专题，专门考证了临猗古代几座城池的变迁，从这些论证中，

可以窥见临猗在周代以前就是一个城址林立、战争频仍的富庶之区，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虽然还没有文字可证，但作为甸服之地的临猗土

地上林立的城址，也可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当然， “地名志》中有关这方面的叙述，未必

为人们所全部接受，也许会引起争鸣，而经过争鸣，就会使问题愈争愈明。



当前，全国城乡都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经济起飞的洪流正在滚滚向前，势不可挡。临 ．

猗，作为祖国大地上的一颗小小明珠，也无可例外地要进行体制改革，实现腾飞。但是，如 ，

何腾飞?也就是说，如何发挥我们的固有优势，这就成了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地名志》就是在这一新形势的强烈推动下才着手进行编纂的。可以预料， 《地名志》的出
7

版，对我县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将会大有裨益。对我们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

可提供有力而可靠的依据。说它是参考书也好，说它是工具书也好，总之，只要你通读一下

这本书，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你就会知道原来不知道的许多东西j你就

会更加热爱If缶猗这块土地。

我来临猗不久，对临猗情况掌握的还不够具体、详尽，办公室诸同志要我作序，实不敢

当，谨述以上管见，与大家共同商榷，还请方家教之，是为序。

曹中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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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佰猗县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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