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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K<隆尧县地名资料汇编提我县地名普查成果之一。地名的形
成、含义及其沿革，客观地反映着当地的历史特点和区域风

貌。有些地名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革命活动及风

土人情等相互关联，对其详加考证，可以了解我们的先人在

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和建设的文明史，激励民族自

豪感，更好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我县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区域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史，

地名名称繁多，其来历和含义多有情趣。但自明清以来，除

在《隆平县志》，《唐山县志》以及《顺德府志》，《赵州

志》中有部分文史资料记载外，至今尚无一本完整的地方史

料。一九八一年八月，县委、县政府根据国务院和省、地部

署，成立了地名领导小组和地名普查办公室，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了地名普查活动。在县、社，队有关干部群众的通力协

作下，通过召开座谈会，查支书、查碑文、查族谱、查轶事，

收集众所认可而又合乎情理的民间传说等，对全县5 9 8个

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调查，除白家寨、徐麻营，

王贯庄，染红等7个地名来历待考外，其它均已查清。如此

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在我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巩固这

次普查成果，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特由县地名办

公室的同志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R资料汇编多

这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名史料。

本县原为隆平、尧山二县地，一九四七年秋，二县合并

后定为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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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汇编记载了县，社级行政区划和所属自然村以及其它重

要地名的现状与历史沿革。为使读者对本书各个地名的大略

情况一目了然，特将各公社文字概况冠于诸社地名之首，并

附《隆尧县标准地名图》于目录之后，以窥全貌。

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沿革，对我县相当大一部

分地名的形成影响极大，如明代“燕王扫北"及其以后的山

西大移民等。为使读者较完整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知识，我们

摘录了“河北沿革史一，选录了旧县志中一些有关的金石铭

文和文献，撰写了“明代山西大移民原委考黟等，附于书末，

以飨读者。

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规定的编撰选择范围和具体要求，

特将《隆尧县标准地名录》收入本汇编以求志录兼备，方便

实用本汇编所列地名，是根据国务院[1 9 7 9)3 O 5号

文件精神，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标准名称。今后，凡使用本县

地名及有关地名资料，应以本书为准。如需更改者，应按国

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否则无效。

由于旷古未有的十年“文革乃动乱，历史资料被摧残殆

尽，加之编者能力所限，对某些地名史实的撰写不够至臻完

善，在内容取舍、文辞修饰、篇章安排等方面定有不少舛误。

敬请广大读者匡谬补遗，不吝赐教，以便为本汇编进一步修

订以及为《隆尧县志》的编撰出版提供更加准确的地名资

料。

在地名普查和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雷文轩、张稼农，常

子敬等十几名熟悉本县地名历史的老干部，满腔热忱地提供

了大量的地名资料；各公社和有关单位搞地名工作的同志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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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尧县概况

隆尧县地处广袤辽阔的黄海平原海河流域，位于河北省

南部。县政府驻地在省会石家庄市东南偏南8 1公里处。东

邻巨鹿，西靠内邱、临城，南接任县，北依宁晋，柏乡·总

面积为7 4 9平方公里。全县辖2 2个公社，2 4 7个自然

村，2 7 6个大队，l 9 5 6个生产队，拥有3 8 9 9 0 2

口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1 1 6 8 4人)，除为数极少的回、

蒙，苗族外，其余皆汉族。
‘

隆尧县系原隆乎，尧山二县的合称，是人类活动较早的

区域之一．今境内尧山，相传为上古唐帝尧采封之地。一九

四七年秋，隆平、尧山二县合并，遂取二县名之首字定名隆尧

县，县政府驻隆尧城关(即原隆平县城)大通路东、建设路北。
． 本县地势自西向东倾斜，海拔高度在2 4～l 5 7米之

间。县之西部，山丘座卧，岗坡起伏，索有“八岗三山一河"

(即尹村岗，干言岗、北村岗、木花岗、双碑岗、雎岗，孔

岗，王村岗，尧山、暄山务山、茅山和泺河)之称，谓冀南平

原独有的地貌。县之中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东部黑龙港

流域地势低洼，曾是八百多年前黄河故道的西部边沿地带，现

为“宁晋泊黟的南半部。其海拔高度在2 5～2 8米之闯。

最低的扬家窑．黄家庄一带，海拔仅2 4米。根据《中国农

业气侯区划》(草案)及所处地理位置，本县为东部季风

区，暖温带半于旱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时

数为2 6 7 4．3小时。年平均气温为1 2．8。C，其中一

月份乎均气温为一3．8。C，七月份为2 6．8。C。年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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