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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地名志》经编辑人员与广大地名工作者共襄共勉、不懈努力，五易寒暑，始克有

成，可喜可贺。值此付梓之际，援笔而勉之。

地名乃地埋的名称，是人类对地理实体和社会行政区划的指称符号，是语言的一部分。地

名规范、正确统一与否，直接涉及到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诸方面。《地

名志》的编纂，不仅可抢救历史资料，惠及后世，造福子孙，而且为当今。两个文明”建设

服务。

惠民县地阜物华，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素有。鲁北首邑”之盛誉，且文物鼎盛，学者

名流代起，英雄豪杰辈出。春秋末战国初的“兵学鼻祖”孙武子、汉代文学家东方朔、隋唐

“开一代画风”的名画家展子虔、元代杂剧家康进之、清代“吏部天官”李之芳、义和团首领

孙允荣，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的专家陈西林，全国著名生物学家李中宪、抗美援朝“孤胆

英雄”程九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李丰山⋯⋯皆出生于这块古老文明的大地，英风烈侠，

光照千秋。我作为惠民县一员当亦忝为其荣!

此《志》记载了惠民县历史的发展，语言的变化，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变革及各类地名

的标准名称、位置、由来、沿革、含义及与地名有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的内容。编辑人员暨广大地名工作者对县内各类地名进行了实地调查、考证、走访和座

谈，共查谱牒345部，石碑12块。还查阅了《汉书地理志》、《史记》、《山东通志》、《续山东

考古录》、明嘉靖《武定州志》、光绪十二年《惠民县志》等几十部志书，将诸条地名追根溯

源，予以挖掘搞清。此《志》体例完整，内容翔实，论述精辟，图文并茂，富有科学性，知

识性。愿《惠民县地名志》有助于读者了解惠民县的过去，为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其

积极的作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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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地各有名，名以表义，溯本求源，撰文以志之，即

成《地名志》。《惠民县地名志》，是记述惠民县地域范围内各类地名的基本信息、演变历史以

及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自然、文化等诸方面特征的专辑；也是惠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以

本县地名为记述中心的地名典籍。

《惠民县地名志》(以下简称《志》)的面世，是近几年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上级业务

部门的指导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地名普查、地名补查、地名资料更新、地名标准化处理、地

名标志设置等一系列地名工作的基础上纂辑而成。从“资治、存史、教化”等特种意义方面

讲，此《志》的成书，无疑是一项抢救本县历史文化遗产的浩繁工程。

遵照山东省地名委员会关于《山东省市、县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此《志》共收入

地名条目1399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1333条，具有地名意义的台站港场、企事业单位

25条，人工建筑22条，名胜古迹、纪念地15条，自然地理实体4条。全书字幅52余万，且

部分重要地名附有照片或图表，以利读者参阅。

此《志》书的资料来源：一是民间保存下来的氏族谱牒和碑碣铭文。二是取材于明、清

以来的州、府、县《志》。三是从各级现存的档案资料中查找裒辑而来。对一些确已无从稽考

的地名，则求助于老年人口授其记忆和传说。尽量做到言之有据，据之确凿，去伪存真，内

容翔实。为做到这一点，在编纂过程中，曾查阅了《古今地名大辞典》、《太平寰宇记》、《元

和郡县图志》、《续山东考古录》、《历史地图集》、《明史》、《清史稿》、《山东通志》、《武定府

志》、《武定州志》以及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惠民县志》等文献古籍；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叙而不论、述而不作，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条目释文采取通俗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主要记

述了各类地名的名称来源、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经济与文化、隶属关系等，是服务于改革

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基础资料；是各级政府及部门必备的工具书。因其中还收入了一些与地名

有关并富有一定保存价值的民间传说、轶闻、趣事，增强了志书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

便于满足读者的需要。

为辅助读者阅读及使用此《志》，另作几点说明如下：

1．本《志》所列地名，均系惠民县人民政府正式行文公布的现行标准名称。

2．本《志》所志内容均从地名角度予以表述，凡非具地名意义而又隶属本县范围内的著

名历史人物、事件，在辞条中仅扼要提及。 ．

3．本《志》断限：上限为1840年，下限原则上为1990年底。个别地名辞条追溯远于上

限期，或逾1990年底。

4．在统一政令中的政区名称，建国以来有多次变化，如大乡、小乡、初级社、高级社、大

公社、小公社等，由于改划频繁，历时较短，故未一一赘述。为达“资治、存史”目的，遂

聚零为整，列表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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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1982至1984年期间，公社渐为乡、镇代替，其公社所辖之管理区、生产大队、生
产队等也随之消失。对此，本《志》未作注销地名处理。

6．本《志》所用数字，除有注明年限出处者外，其余均属1990年县统计局公布数字。

7．本《志》中所指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8．本《志》中各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地图、乡镇地图均未再作实地测量，故只作示意地界，

不能作划界依据。

9．本《志》对1980--1983年给予命名、更名的144条地名及在地名普查、去社改乡建

村委会、地名补查中和因其他因素注销处理的125条地名未列专条叙述。为使脉络清楚，置

《附录》中记述。

10．为便于查阅本《志》，特列地名汉字首字笔划和地名首字汉语拼音音节两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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