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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本书收录本区地名共1611条(包括参见地名)。按行政区划

地名、区片地名、居民集聚地地名、交通地名、河道与水工建筑地名、

园林、名胜与纪念地地名，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分类。

二、行政区划地名包括区、街道(镇)两级，亦包括少数区域在本

区境内的乡，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居(村)民委员会也收入此

类；区片地名指范围较大的区域性习称地名；居民集聚地地名包括村

落、里弄、新村，公寓，大楼等；交通地名包括道路、铁路及与交通有关

的渡口、桥梁、隧道、立交桥，车站等；河道与水工建筑地名包括河流、

水闸等；园林、名胜与纪念地地名包括园林、苗圃、名胜、寺庙、历史遗

迹、革命纪念地等；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有

较大影响，常被群众作为地名使用的工商企事业、文教体卫、科研设
‘‘

计等单位。

三、每类地名均包括现行地名和历史地名两部分。现行地名为

目前正在使用的规范化，标准化地名，具有法定意义；历史地名为历

史上曾经出现过，现已被别的地名所替代或已消失的地名(包括曾用

名、亦用名、别名、又名等)，居民集聚地中的旧式里弄，其名目前虽还

在被部分群众使用，但绝大部分事实上已按路编弄，故也作为历史地

名收编。

四、本书正文以条目释文为主，每个地名条目由标准地名、汉语

拼音及释文组成；释文中对每个地名均阐述了其地理位置，辖属关

系、出处含义、历史沿革及现状；每类地名条目配有旨在帮助读者对

其能有了解的综合性的专文；附录收录了与地名有关的考证性文章，

表列及文件；索引分为地名首字音节查字表、地名首字笔画查字表和

词目表。

五、本书所附的地名图，仅标示主要地名的分布，不作为行政区

划分界的正式依据。各类地图均由普陀区地名办公室绘制，其中彩色

图经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审定。

六、书中的资料、内容及数据，除个别有注明的外，截至到1986

年年底。

5厂、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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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产物，是人们

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以共同约定

的语言文字代号，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

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不仅关系到人们相互交往能否顺利进

行，而且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对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等各项工作都会有影

响。地名又常反映出所指地在命名时代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文

化特征，能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资料。因此，使地名标准化，

做好地名志的编纂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

作。为了使地名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开发普陀，繁

荣普陀"服务，根据国务院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工作的一系

列文件精神，我区人民政府编纂了这部地名志。

《普陀区地名志》是我区编纂的第一部地名典籍。它比较

系统地介绍了我区地名的标准名称、地理位置、名称来历、含

义和沿革，以及该地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状况，

力求准确和全面地反映本区各类重要地名的丰富内容，是一

部较全面的、标准化的、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地名专业志书。

它将为党政军群机关团体、经济建设、城市管理、文教体卫科
学技术．交通邮电等单位和人民日常生活使用地名提供可靠

的依据，为我区地名管理工作走上正规奠定基础，为广大读者

了解我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概况和特点

提供方便。它既是一部具有法定意义的地名工具书，又是进行



爱国主义乡土教育的参考书，是全区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

本书约75万字，收集了我区各类地名共1611条。内容包

括行政区划、区片、居民集聚地、交通、河道与水工建筑、园林、

名胜与纪念地、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等7大类地名。此

外，还有各类地名概述、考证等专文18篇，各类地名图16幅，

反映我区建设成就、市容新貌、园林名胜，重要地名的彩色照

片86幅及黑白照片209幅。是一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具有较

强思想性、科学性和史料性的读物。

为了使本书内容丰富完善，资料准确可靠，我们在全区地

名普查的基础上，用了三年多时间进一步收集、整理、调查、核

实，查阅了区内外各有关部门的档案，尽可能收集可供使用的

文字图片资料和口碑资料作为依据。编纂过程中承蒙区级各

有关部门和各街道(镇)大力支持，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协

助，以及市地名办具体指导，同时还得到了郑逸梅、承名世、王

先铸，施光宇、何致广、赵体健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张一雷

1987年10月

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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