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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的出版，是在北京市政府统一部署，在区政府直接

领导下，经全体编辑人员共同努力，历经一年完成的。地名志作为地名专业志书，

向人们提供准确详备的地名资料，对加强地名管理，实现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具

有重要的意义。 ．。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是人们工作、学习、生

活的助手。地名不仅与国家大政方针有关，而且直接与人们衣食住行相联系，大

到疆域划定、远景规划，小到办事、旅游，都需有地名，如果没有地名，人们的

社会生活、工作将是不堪设想的。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地名知识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编写地名志书不仅有益于今，而且可鉴于后，是一件利

国利民的好事J ·

东城区在古都北京属于老城区，远从辽、金，经元、明、清、民国至今已有

700余年历史，其街巷地名大都形成于明、清。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东城区已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纪录这个伟大时代的脚步，为后人留下我们这一代开

拓者、创业者的足迹，《东城区地名志》恰从一个侧面完成了历史的嘱托。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作为本区第一部专业性志书，还很不完备，难免有疏

漏之处，但它对工矿企业、交通邮电、公安司法、文教卫生等各行业、各部门，无

疑是一本必备的标准地名工具书，也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向导。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市地名志》总编委会的具体指导和关怀，同时

得到熟悉本区历史、了解现实情况的学者仁人大力支持和帮助，借此，表示由衷

的感谢!

+北京市东城区区长邀‘火耗p
， 一九九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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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适应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已陆续出版了一些反

映北京现状的书籍，但作为能够全面、系统介绍北京市东城区的地名志书，却是

尚无先例的。

为了弘扬我国地名文化，加强地名的科学管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服务，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厢的要求，在北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和北京市地名办

公室的领导下，由东城区人民政府责成区规划局、地名办公室组织编辑出版了东

城区历史上第一部地名专业志书《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

东城区位于北京市城区的东北部、中轴线的东侧，其历史可追溯到元代，距

今约有700余年，自元、明、清、民国发展至今，几经风雨沧桑，东城区已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地名志试图从一个侧面将这些伟大的变化记录下来。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全书共收入标准名称980条，其中政区聚落地名篇包

括街巷胡同716条，居住区24条，地片名10条；经济地名篇中收入车站2条，桥

梁5条；文化地名篇中收入园林7．条，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释文58条，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57项将列表说明；附篇中收入企事业单位释文147条，以及有关地名

工作文件等。同时，全书还收入各类地名图25幅，彩色照片90帧，黑白照片144

帧。在编排上，以文字、地名图、照片为主要表现形式，力求表示出每个地名的

正确书写、标准读音、所处地理位置、名称含义、由来及演变，概括地反映出该

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力图安排合理，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在全书编辑过程中，《北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和北京市地名办公室的领导‘

同志多次亲临指导帮助，区规划局的全体同志为了编好这部书，冒着严寒酷暑，对

全区各条街巷胡同进行普查、更新材料，对本书所有历史沿革图、现状图进行认

真的核对，对书中有关数据组织专人重新复查复审，所有这些，保证了我们编辑

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还有许多单位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我们

极大的支援，在本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

《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1992年8月

厶U，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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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收录东城区各类地名980条。
”

(2)跨越区域的桥梁、街道，指明分界线。

(3)街巷名称历史沿革均依据《明清北京城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历史地图集》(侯仁之主编，北京出版社1988

年5月版)，除此之外皆注明出处。

(4)地名的汉字书写，使用国家规定的规范简化字。地名的读音、拼写，以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部分)为准。地名的名称，以北京市东

城区1980、1991年的两次普查为准。

(5)本志所述区划及所引统计数字，凡未写明年份的，均截止到1990年底。

其人口数字为1990年底的户籍人口。 、。

‘

(6)年代，清朝以前用帝王纪年(标明朝代、年号、年份)，并括号注出公元

纪年I民国年间原则上用民国年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

使用公元纪年。所用“1949年后”系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7)在编排体例上，10．个街道办事处及所属街巷均按自北向南、自西向东顺

序排列，文物古迹依从南向北、从西向东顺序排列；企事业单位按性质、行业分

类。
’

(8)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沿革，有根据者予以肯定，传说合乎情理者酌予采

用，冠以“据传’’；无定论者，逐一叙述；离奇、附会、牵强者予以舍弃；未能查

清者予以省略。文中引用典籍，原则上引用原文，原文费解的则引用原意。

(9)本志收录各类地名图25幅，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不作划界依据。

(10)所收录的企事业单位部分词条系选收，并未全录，其中凡有专名的，其

前面的指地性或归属性名称一律略去，需保留的归属性名称予以简称。

(11)笔画索引按首字笔画分先后，笔画相同的按起笔、、一、l、J顺序排

列；首字相同的按第二字笔画和起笔排列，其余类推。

汉语拼音索引以音序先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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