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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它随着

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由于历史的变迁，给我县的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如有

的重名，有的含意不准，用字不当，有的字体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实地和地图不符，或错

位，错字，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一时期，大搞地名革命，以极左的口号代替篡改地名，造

成了地名的混乱，不仅给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对四化建设极为不

利。为了巩固和完善地名普查成果，使地名志真正起到工具书的作用，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

务，并使其更有利于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户籍管理以及邮电，通讯，交通，市政

建设，测绘军事建设和新闻报道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四月至十月份共七个

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在普查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

反映地理特征的原则，并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固原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对全县

两个公社，四十二个重名大队，进行了更名处理。县人民政府对两条自然实体、十一座人工

建筑桥梁，县城二十九条街，巷，路进行了命名，更名，复名处理。同时以1：s万地名图

(一九七八年第一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六千零一十三条，并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

语拼音和所需要的各种数据，其中t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二百七十五条，

新增地名四十五条，与基层协商删去了不必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五百三十五条，使地名

基本上达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整理汇编出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

普查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以及文字材料四十五篇，一九八一年十月经自治区，固原

行政公署地名办公室共同验收质量达到标准，己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县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

来的第一次，调查比较深入、工作比较细致，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果资料经专业部门和有

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是一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的为

四化建设服务，我们在自治区，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将

我县地名普查主要成果，汇编成《固原县地名志》，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效地

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志》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l：5地形图，缩制成1：20万全县地名图一

份，分地名图三十七份(比例尺不等)，城关街道示意图一份，其主要内容标注了村以上

全部行政区划其驻地自然村，地片，简易公路以上的道路，有名称的山脉，县内主要河流，

主要自然地理实体，干渠以上人工建筑，二十米长以上的桥梁，县以上保护的名胜古迹。纪

念地J乡级以上台、站、场及驻地名称。

本‘地名志》所用数字，人口，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县人民政府统计科一九八一年年报

·1令



数字，其它数字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固原县地名时，均以本《地名志》为准。

由于我们对部分地名历史沿革缺乏进一步考证，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有限，经验缺乏，本

《地名志》在内容、分类、排列以及文字等方面，都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希望得到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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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县历‘史沿革



固i原县沿革筒述

固原的开发可上溯到原始社会。固原先民在石器时代创造的精美文化，显示出它们与仰

诏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密切联系，中河乡出土的西周早期车马坑及青铜器，证明固原是周民

活动的地区。尔后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固原均以其险要的地理位置和形势，被誉为寨上通

往关中的。咽喉万，成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固原不断出现在重要的典籍里。在《诗经小雅》<六月》篇

中，也有。簿伐严狁至于大(音太)原静之说(见《诗集传》)。太原宋朱熹注以为鼻今在

太原府曲阳县”。而清之学者顾炎武认为应在泾，阳，原州间(《日知录》)，后有人承其

说，认定在今固原(见徐乾等《大清一统志》)。

春秋时，固原为乌氏(音支)之戎的居地， (见《史记匈奴列传》)。

战国时，秦惠王取之，而沿用了这个部落之旧称， 叠置乌氏(焉支)县也静。 (见《史

记正义》引《括地志》)在此同时亦有朝那(音株讷)这个名与此并存该处(见(--R肃通

志、地理志》)。

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分而改治郡县，固原仍沿为乌氏及朝那并同属北地郡。

西汉时，帝国实行郡国制，武帝将国分为十三刺史部，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

置安定郡，辖二十一县，其中属固原境地者有。高平，乌氏、朝那，共属凉州刺史部， (见

《汉书，地理志》)。汉代固原是首都长安的屏障，同时又是关中通往西方及北方的要道，

十分繁荣，至今县内仍有大量精美的汉代文物遗址，东汉沿旧。

三国对峙之时，安定郡属魏雍州。高平为侯国。有属各部落。正始元年(公元=四。

年)增置西JII(见《三国志，郭淮传》)。

西晋时期，其它如故。

西晋亡，司马氏集团南迁，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居，著名的有。十六国修．。前，后赵时

期，在此增置朔州，以镇高平(见《魏书、地形志》)。前、后秦时期，陇东郡部分属今之

固原地，在赫连夏(匈奴铁弗部)时，此地为梁州(见《十六国疆域志》)。

北魏时，太延二年置高平镇，正光五年(公元五二四年)改为原州，治高平城(见《魏

书、地形志》)。同时又治高平郡，长城郡，时所属县有t默亭，黄石，白池(见《魏书，

地理志》)。后周光大二年(公元五六八年)又改高平为平高(见《东晋南北朝臾地表》)。

隋大业初，置平凉郡，领县五，属今固原地者四。平高县，百泉县(1ip原长城郡)，默

亭县，平凉县， (见《隋书、地理志》)。

唐代，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改平凉郡为原州。武德七年又置都督府。贞观六年又

增银州。领他楼县，高宗时置他楼县，神龙元年(七0五年)废他楼县而改置萧关县。天宝

元年(七四二)改原州为平凉郡，乾元元年(七五／k)又复为原州。大中五年(八一五)又

增置武州(见《1日唐书、地理志》)。

五代时，此地为吐番，党项部族所据。

＼絮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赵宋朝时，废原州，于至道三年(九七七)年置镇戎军。其军城兰，堡二，砦七。其中

城堡有·彭附城，平夏城(今黄铎堡)怀远城，开远堡、及张义堡等，东山砦、乾兴砦，天圣

磐、高乎砦，定川砦，三川砦，熙宁砦，通峡砦，荡羌砦，石门堡，九羊砦等。并于大观二

年在平夏城地置怀德军(见《宋史、地理志》)。

金大定=十三年(一一八二)升镇戎军为镇戎州。在今古城乡地置有东山县，在今彭堡

一带置有---N县，开远县，在今大湾，什字路一带置有天圣、飞泉、熙宁、灵平，通峡、荡
羌，九羊，张义等八砦。

元初，废镇戎复为原州，后又置开城路(见Ⅸ元史，地理志》)。至元十年(一二七三)

置开城府、至治三年(一三二三)降为州。后置广安州，广安县(《元史，地理志》)。明

初沿治广安州，废开城州。洪武元年(一三六Jk)置开城县。成化四年废前置，而置固原

卫。弘治十五年(一五0二)升固原卫为州，隶平凉府(见《明史、地理志》)。明代的固

原是著名的北方九边重镇之一，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见《九边图考》明程道生)。

⋯．，清顺治年间，置固原道，后置固原州。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升为直隶州，领县有

：，即平远县(今同心地)海城县(今海原县)， (《清史稿，地理志》)。

辛亥革命初，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废固原州，改置固原县，属泾原道辖。后归陇东

专署。

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胜利之后，在固原北部地带置固北县。后这一带归豫海回民自治敢

府，归当时陕，甘，宁省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为固原县，隶平凉专区，属甘肃省所辖。一九五三年成立

西，海，固回族自治区。一九五五年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改名为固原回族(驻固原县)自

治州。一九五八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将此地划归自治区，改自治州为固原专区，一九

七。年，固原专区改为固原地区领县五至今皆如故。现在固原全县下设四个区t (城郊区，

三营区，彭阳区，王洼区)一镇(城关镇)三十七个乡。解放后若干年内固原县为固原地区

驻地，今亦同前。

一九四九年八月：日固原解放，从此固原即以一个崭新的历史面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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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县历史沿革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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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县解放以来行政区划变革筒况

数＼分 人民

＼、笋＼ 市 镇 区 乡 高级社 大队 行政村 自然村 备 注

年为～、o∑ 公社

l 9 4 9年8月 13 106 1466

1 9 S O年10月 10 74 291 777

1 9 S 1年 10 74 291 777

l 9 S 2年9月 1 9 75 286 941

1 9 5 S年9月 15 122 1180

1 9 S 6年11月 1 10 394 生产队1587个

l 9 S 7年7月 1 10 7S

1 9 S 8年2月 1 10 72 394

l 9 5 8年9月 1 10 42 394

1 9 5 8年12月 1 10 21 313

另设，三营工
l 9 6 1年S月 30 362 委、白杨城工

委
．1 9 6 2年12月 1 3 33 388 生产队2119个

1 9 6 3年 l 4 35 400 生产队2264个

1 9 7 0年 l 4 35 400 口

1 9 7 1年 1 4 3S 400 矿

1 9 7 6年 1 4 35 400 ，

1 9 7 9年 1 4 35 400 ∥

，

、

1 9 8 0年 1 4 37 412 生产队3460个

1 9 8 1年 1 4 37 412 ∥

}0§≈}K～．目≠r2瓢，，nf}“}托pI￡—鬻lⅣ、，‘Ⅳ．≯”，，，

#“．嚣0i$#"4％蓑，每



固原县解放以来行政区划变改筒况

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后，将伪大湾乡，张化乡、附郭乡、城关镇，城阳镇，蒿店镇．七营

镇，三营镇，黑城镇、炭山镇，大营镇，王洼镇，张易镇十三个乡镇，伪保公所一百。六

个，伪甲一千四百六十六个。宣布改为十三个区公所，一百O六个乡政府，一千四百六十六

个自然村。

人民磐＼豸 乡 高级社 备 注＼i 镇区市

年月＼心 公社

城关区 8
。

乡按序数排列

大湾 区 8

张 易 区 7

九
五 城阳 区 6

。
年 七 营 区 6

至
三营 区 7

九
五 蒿店区 S

年 大营 区 13

王洼区 6

张化 区 7 另有县直属乡店洼

城关市 S 乡按序数排列

张 易 区 7

九 大湾 区 8

五 蒿店区 S

城阳 区 7

年 6王洼 区

张化区 7

九 大营区 13

五 三营 区 9
店洼为直属乡，另

七营 区 ．7 有行政村266个、自
年 然村94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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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民数妯 镇 区市 乡 高级社 ’备 注＼1
年月＼心 公社

城关送 鼓楼，解放，东关、过店、同仁 自然村S0个

吴磨，头营、石羊，乔洼，什里，
大营区 张洪，保地 自然村73个

羊坊．开城、田洼、吕庄、郭庙、开城区 自然村S3个万崖
峁堡，蒿店、三关，瓦亭，什字，

蒿店区 胜利，新坪 自然村89个

沟口，马洼，新集，张化，中川、
九 张化区 遁河，任河、古城 自然村73个

城阳区 陈沟、上洼、海巴，何沟、陈坪、

五 红河、韩堡、上王、罗堡、阳洼 自然村7S个

上店、石岔、深沟，王洼、北洼、
王 洼区

交岔、榆树、东洼，罗洼，官厅， 自然村119个

七营、马莲、四营、六窑，平路，丑 七 营区 自然村103个黑城、中河，西洼，苋麻‘甘城双井

三营区
马路，二营，杨郎、红赵，平和、

年
三营，戴堡、三岔、万顺、四口 自然村103个

张易，贺套，西海、毛套，阎关、
张 易区 盐泥、黎套 自然村78个

上河、彭堡，红崖，中河、黎堡、西
九 中水河区 自然村78个梁、大堡、上营，下河

大湾区 新庄，牛营，杨岭、青石，大湾，

月 园堡
自然村58个

穆河，店洼、高庄、甘海、店河，礼拜寺区
寺底、上坪、海坪 自然村73个

平螈、新民，团结，民勤，新华、孟螈区 自然村82个米堤、民乐，解放、永和
寨科、大台、石台、教场，炭山、炭 山区 自然村70个南坪、千石、马渠，砖窖

城关镇 S

大营区 47

九
五 炭 山 区 36

／、 草 庙区 34
年
十 张化区 ， 49

月 开城区 2S

三营区 63

王洼区 41

九 城阳区 37
五

／、 蒿店区 3S

年
张 易区 22 生产队158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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