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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宁都县自建县以来有

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地名众多，：源远流长，演变频繁，i1使用广泛。

为了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根据国务院和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一系列地名工作文件精神，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队

相结合的方法，历时三年j对全县各类地名进行了全面、细致、认真的

普查，取得了图，卡、表，文四甄较完整的成果资料，经江西省地名

办公室和赣州地区地名办公室分别验收，均评定为优良级a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考证各种史料和1，100多部家谱，增遗补缺，浓缩精炼，

加以校正，编纂了《宁都县地名志》，并经宁都县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发行。这部书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较完整的，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

具书，是标准化、规范化地名的典籍，属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

分o ．

．

在编辑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以地名为中心，广泛收集，补充有关资料，采取辞典形

式编写而成。力求内容翔实，条目清晰，释文简要，图文并茂，编排

有序，查检方便，具有宁都特色。本书共收录了5，173条地名(其中

行政区划376条，自然+t3，948条，街巷47条，行政、企事业单位116

条，人工建筑99条，自然地理实体210条，纪念地、名胜古迹35条，

废地名342条)；编绘、复制了县，乡、镇和苏区、古代等地名图33



．前言

幅，摄制各种照片24帧，编制各类表格10份。全书共70万字。这些资

料集中提供了我县各类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标准读音，地理位置，

行政归属、地形特征、名称来历含义、年代‘曾用名等。通过本志不

仅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宁都地名的现状，有助于纵观其历史，而且能

了解宁都的地理形势、自然环境，资源特产，历史人物．．民族人口及

’革命老根据地等概况。为各机关、各部门查找和使用宁都境内各类地

名提供极大的方便，获得可靠的依据。亦可供大专院校、图书馆，档

案馆及文史资料部门收藏和参考，又可作激发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热

情的乡土教材。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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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辑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求高，时间紧，涉及面广，

加之编辑力量与水平有限，虽经反复修改校订，舛漏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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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屈 例

1，本志收录的地名以地名普查所使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1年出版之

1：5万地形图为基础。该图所标注的地名，都已编入。该图没有的，凡基层普查已建卡而

又独立存在，具有方位意义的，适当选入。该图虽有其名，但已废圮的，未逐条撰写词目释

文，可查阅本志附录《宁都县废地名一览表》。 ．。
．’

’2，本志按地名普查有关规定分类编排。行政区划和居民点按隶属关系排列(fi-村名右

上角加·号)l其它地名按行政企事业单位i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名胜古迹类别全县集

中编排。其顺序先排行政区划单位驻地，而后依fl：ll'：向南、由西至东排列。县、，乡、镇的驻

地在文字概况中已叙述，不另排词目释文。为使各行政村(即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名

称突出醒目，加【l表示。农点(季节性的农村居住点)排在村后。 j

3、本志所采用的数字除注明年度外，均为1983年底统计数字。释文中的村委会，村民

小组数均为1984年底资料。释文中的历史朝代年号一般未注明公元年代，可查对本志附录

《中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有些自然村的历史，释文未注年代，只写世次代数，据我

县渚家谱记载，各姓每代年份不一，一般为28,'．-33年(本志附录中收录了地名普查所发现的

家谱名称。各村释文中摘录的谱载内容，有的并非是本村之谱，而是从别地藏谱中所摘录来

的)。

4，本志所引证的历史资料(包括家谱)，为简便起见，用()表示，其后接文字。

如。 (东龙李氏八修族谱]李翊俊于北宋乾德五年从石城半迳徙此建村。
●

5，本志释文中的方位距离，有两种表示法；一是面对面，即位子县域或乡域的某某部

位，不注公里数，如； “赖村乡在宁都县西南部黟， 口老嵊场村委会在赖村乡东北部黟。二

是点对点，即指明具体方位和实际距离。如t赖村乡驻地赖村矗在梅江镇西南30公里一，围

足村委会驻地围足下“在赖村西偏南2．2公里弦。

6，本志各词目标准地名均注有汉语拼音，其汉字形，音皆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典；



2 凡例

l 9 7 9年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首字为

准。有少量方言用字在附录中已列表集注。有些地名含义与用字不符，如： “黄泥岗"写为

甜王泥岗黟， “庵下力写为“安下’’，是当地约定俗成，习用为常的简写称说，在释文中明
，弘l ?；

述其演变，扼要注明系“谐音’’≯、擎同音字’’， “误写≮等。为维护地名的严肃性和保持其

稳定性，今后各单位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本志标准地名汉字为准，不得随意更改。

7，本志各村委会词目的行政区划归属沿革，系基层普查的资料，因建国后区划变更频

繁，‘’基层档案资料不全，’故不够准确≯完善。t若要查考其准确变更情况，可查对席志附录

Ⅸ宁都县区j7乡√公社行政区划变更情况汇录》玉．．．；：’：一·j1。 “o ：j．：；

．8，本志地名图除古地图，-城镇图外；：是依据l：5万地形图缩编绘制的，因受图幅限

制，局部地名稠密处酌情删节。有极少数地名因基层普查时要素不全，·故只在本志地名图上

标示其名称和位置，未列词目释文。图中有()，号的村名是乡政府、行政村的驻地。驻地与

政区名一致的省略村名。’图中境界线未实测，仅表示行政区划概略范围；不作划界依据。．j

9、本志附录“地名传闻故事’’，系搜集民间传说整理而成，有的未予以稽考。 c．：

“ 10、‘本志附录中编排了《地名汉字笔画检索表》一≯便于读者查阅。‘ ：、；．7 ．j

儿、本志于1984年12月底截稿。。’：r· -t‘，、：’·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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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宁都县委、县政协门景

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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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烈士公墓

2．怀功亭

3．三魏全集

4．宁都县罐头厂

5．宁都中学

6．石上农民文化宫



1．拱辰桥(县城)

2．朗际牌坊(肖田)

3．江背慈恩阁(石上)

4．大布天花坛(东山坝

5．经纬阁(赖村)

6．东龙湖心塔(田埠J

7．赖村步青塔

8．社溪塔(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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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苏维埃区域略图

图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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