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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地名出于人类活

动的需要应运而生；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边沿

袭、边淘汰、边创新。《孟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并进

一步细致调查，访问补充而编辑出版的地名工具书．其，政治性．政策

性，科学性都很强，为国内军事，外事，公安，民政，城建，邮电、．

交通，：文教，测绘，卫生、新闻，出版．旅游．广播等各部门，以及

人们的．交往活动都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使人民群众对我县的政治。，

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的概况和特征得到了解．更为继承、抢

救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适应四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进一步

咖强政权建设，增强民族团结而激发起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 ，；

：一由于实现地名在读音、书写方面的标准化，和同一地名译写规范

化而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为社会各方面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根

据河南省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1985年7月《河南省(市)地名

～麦编纂方案》的规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及县地名委员会‘

的指导下，我们编印了这本书，它全面地记载了孟县各类地名的现状

和历史，．以供党，政、军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参考使用·

本书各类地名按隶属关系收录，并采取N典志录兼收，地名的含
0 7， i

．

义除以居民姓氏命名者外，成作略加说明，有理有据者可确信，民间、
。

i‘



资料汇编》．’其他如水利、．交通：气候和土壤等数字，为1 984年至1 985

年实际访查资料。 ’一‘．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鼓

·励，以及县直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乡干、群众的热情。帮助，在此

致以恳切谢意．。‘j。≥～ ·?_．+。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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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地名综述·(1> 厂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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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孟县地名综述 ．

．

’孟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东界猪龙河与温县相望，西同济源、洛

阳市吉利区为邻，北毗沁阳，南濒黄河，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东西

长35公里，南北N2x．5公里，总面积541．6平方公里；其中西陵地216．6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0 a／o，东平原，南滩地共325平方公里，各占总面

积的30％。在这块土地上，分布着907个重要地名；其中政区地名266个

(县、。乡、镇、村委会)；聚落地名441个；交通、水利地名94个；名胜古迹

地名33个；山河地名14个；邑镇历史地名9个；行政、企事业单位50个．

孟县是太行山前丘陵向黄河冲积平原过渡地区，整个地形西北高，东南

低，因而有平原、有河滩，有陵地，是孟县的主要特点。总的来说，孟县

土质肥沃，水源充足，441个聚落地名的分布情况是：南部87个，沿黄河大

堤北岸，东西走向，分布均匀；东部199个，分布最为密集；西部155

个，多沿沟壑腰问和离水近的地方，分布也较稀疏。由此可见孟县聚

落分布的特点是：建村较早的村庄多在平原和沿滩，这里田野富饶，

‘吃水方便；陵地村庄虽也很多，但村落不大，居住多在有水之处，此

7

等村庄一般爹为迁徙落户．．

古代，随着人类活动的定居，为了表示部落与部落之间，氏族与

．，氏族之间的区别，便开始产生了聚落地名。现已发掘的有：裴李岗文化

遗址1处；仰韶文化遗址3处；龙山文化遗址4处。从出土的文物鉴定



(2)·总编·地名综述

远在公元前5，500年的新石器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在这块土地

上定居劳动，繁衍生息，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物即是历史见证．其中已

出土的石斧．钓鱼钩、四周薄刃大石铲等生产工具；还有各色陶器、骨

刀等生活用具；以及妇女们装饰的石环，贝壳、纺轮等．又据《河南

通志》记载：。唐古为孟涂国一可见传说唐尧时期，已有大首长，在此

组织人类祭天、巡狩、率众攻击敌对部落的雏形组织。地名是人类社会

活动的产物，聚落地名往往是随着社会的兴衰而兴衰，和人口的增减而

增减。例如唐朝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曾在河

阳同叛军长期鏖战，百姓受尽了战乱之苦，有的死亡，有的逃亡异乡，

这里成了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荒凉地带．聚落地名也随之减

少，据调查，今孟县境内唐朝以前的村庄仅剩二十个，如相逢、冶墙、

马吉岭、庙底等，占现有孟县聚落地名总数的5％．再如元朝末年，

历时十六年的三次大兵灾，‘造成豫、鲁、苏、皖人口十亡七八，据调

查，现有居民80％都是明朝洪武年间(1368--1 398)由山西洪洞大槐

树下移民至孟县定居，孟县老户实寥寥无几．

。 各类地名的命名都有自己的特征．因为政区地名、交通水利地名

和名胜古迹地名等，多为自然地名和聚落地名的派生地名，所以，这

里只论述聚落地名的命名．

．‘。聚落地名命名的方式很多，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区域范

围内，有不同的特征和规律． j



总编．地名综述．(3)J|!乙，
．j’在封建社会里以姓氏、宗族为单位，所以聚落地名多与姓氏有关

来命名。孟县陵区往往以姓氏加沟、窑，山，寨．圪塔等，如泰淘，

徐窑、卫山，周寨、雷圪塔等；平原沿滩常常以姓氏加庄、村、坡、

场、洼、湾等，如马庄、缑村，桑坡、梁场一殷家洼、阎湾等；还有

纯以人名命名，如刘学会、赵改、付政，其中有一个是五代时期，

由于战争频繁，黄河泛滥而冲击成一片河滩，其时，白砂漫地，杂草

丛生，茫茫四野，尽无人烟，当时五代张言归附于唐，因为战败黄

巢，唐昭宗赐名全义。后在河滩组织人力，耕垦荒地，遂成沃野．

时久，人们在此聚落成村，因而命名全义。以上两类地名共239条，占

全县聚落地名的54．20／o。

另外，以地形、地貌和自然实体命名72条，如坡掌，车村、三道

沟、上河、堤北头等，占全县聚落地名的16．5％；有一的以历史遗迹或

墓冢所在地命名1 2条，如古城、戌楼、斗鸡台，西、前、后姚(铫)

村等；有的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命名23条，如南社，化工、青龙沟等；

有的以树名命名8条，如黄楝树、双柿树、梧桐等；还有以庙宇命名33

条，如关帝庙、禹寺、汤王庙等；还有以方位加渡口命名9条，如东、

西后津，东、西孟港，上、下段渠；其次乃以其他种种情况命名45

条，如四联，前、后进，老村等．

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社会的变更，时I"．-I的推移，孟县的聚落地名

是在不断地演变着。各个历史时期命名、更名的聚落地名，无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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