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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余姚市地名志》的编篡工作，是在中共余姚市委和市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由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人员，遵照省政府的有关

精神和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进行的。

《余姚市地名志》，是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经过深入的

座谈复核，并考证了有关各类史志，图集，家谱等古今书籍，充实而

成。它不仅记叙了地名形成的历史，更主要的记叙了地名的现状；不

仅记载了地名的音、形，义、类、位，．距等基本要素，重要地名还反

映了经济，政治，文化、交通等特征。因此，地名是仃历史的见证"，

“时代的标志"，也是人类交往中的搿桥梁”、“纽带"和搿工具”。所

以，它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对商品经

济的发展，对资政，教育、存史及科研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余姚市地名志》，以地名为主导，典籍为形式，文、录，图，

表、照片相结合，共分九卷：一为全市综述；二为建制镇名称；三为

乡村名称；四为专业部门；五为名胜古迹；六为人工建筑；七为地理

实体；八为文件汇编；九为地名索引及后记。全书收入各类地名4532

条，约90万字，辑入地图88幅，彩色照片50帧。是我市历史上第一部

较系统、完整的图文并茂的地名科学资料工具书。

在编纂过程中，由于我们资料不足，知识有限，且缺乏编志经

验，疏误之处，恳切地希望读者赐教指正。

余姚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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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地名志》的编纂出版，标志着余姚历史上有了第一部地

名专志。

余姚历代志书中有地名记载者：明嘉靖有《临山卫志》，清康熙

问有黄宗羲的《四明山志》，清雍正问有谢起龙的《东山志》，民国九

年有杨积芳的《六仓志》等，但所记叙者仅限于一方一隅之地名。万

历、康熙，乾隆、光绪《余姚县志》中地名记叙虽可散见于各卷，然

只属大而要者，近百年来余姚志书编纂又长期中辍，《余姚市地名志》

则较为全面地，系统地详实记叙全市的现行地名，诚是可庆幸的大

事。

《余姚市地名志》以余姚地名为实体，综观佘姚地名的历史与现

状，既追溯历史渊源，更着重于现实，又明察地名现状的特点，用典

籍的形式，以文、录、图、表、照片五位一体，提供准确详实的地名

资料。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余姚地名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

化、交通、民俗等各类信息；使得地名的使用与人们日常生活、社会

交往、外事活动等密切相关；同时也给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爱祖

国，爱家乡的一个重要内容，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去献身于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

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历史形成的，应当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解放以来，

一些乡、镇、村名多次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革，如合作化时期有的演

变为与生产相关联的地名；公社化时期有的演变为“大跃进一含义的

地名；文化大革命时期更大量地出现带“红”字的政治色彩的地名，

■翦≮



搞得有些地名面目全非，造成使用上的极大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通过地名普查，才把一些搞乱了的地名改正过来，恢复了历

史地名的本来面目，成为当地群众所公认的习惯称呼。本志所记叙的

有关地名由来、含义、沿革，既可从中寻觅到时代的脚印，亦可引以

为鉴。为此，对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慎重对待。 。．

《余姚市地名志》所记叙的地名，均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书写规范，读音准确，并且有方位、规模、由来、含义，沿革及其行

政归属。它是一部富有实用价值的地名志书，是我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各类学校所必备的地名工具书和乡土教材。它有助于加强行政

管理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t望能真正起到古人所谓Ⅳ资政、教化，存

史糟的作用。 ．

余姚市市长李锡均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志所载地名，均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并报经市人民政

府审定。 ．

二、本志资料除个别特殊情况外，时间下限为1985年12月底止。

三、本志所列行政村村名，均以[)作为标记，表示区别于自然

村。村民委员会则简称村委会。

四、本志所列乡、镇、行政村驻地，有自然村者均落实在自然

村；无自然村者，均以靠近之自然村为驻地。
。

一

五、本志有关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的处理，按国家出版

局等七部门联合通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处理。

六、本志采自各类史志、古籍中的直接引语，均注明资料来源并

加引号。凡意译的均不加引号。

七、本志所用各类统计数字，除有年份说明者外，均以1985年底

市统计局统计年报为准；对统计年报无数字者，均来自乡镇、各部门

自报数。

八、本志所载各类计量，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根据国家计量

局(84)180号文件第二条规定，重量沿用公斤，农田土地面积沿用亩。

九、本志所载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十、本志所列地名之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

绘总局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十一、本志所标海拔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十二、本志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按1：5万和1：1万

地形图绘制，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十三、本志卷末编有汉字笔首字画索引和汉语拼音音节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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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山革命烈士；i}己念碑

中圃共麈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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