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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阳谷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同村

地名作为一种经常而广泛使用的社会交际工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社

会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考察、研究、总结地名命名的来源、演变和规律，开发、

利用地名资源，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意义。有鉴于此，

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专著<阳谷县地名志>的出版，无疑是有益当代惠及后

世的一件大事。阳谷，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小城大文化之称。春秋时为

齐邑，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阳谷县。阳谷作为地名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已有近2700年的历史。阳谷建县则亦有1400余年的历史。

1973年经中央、省、地考古工作者对境内景阳冈、皇姑冢等地发掘出土的实

物鉴定，系属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1994年12月，在开发景阳冈施工中

又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后来在阿城镇王庄也发现一处龙山文化城址和大汶口

文化城址。这说明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便依冈傍水，

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物质财富，发展了灿烂的文化。

在阳谷这块方圆10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地名的区域特征或形于文字，或

出自语言，或蜚声文学。或托身历史，或显于考古，或名重旅游，存在着丰富的地

名资源。<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以及宋江三打祝家庄等故事使景阳

冈、狮子楼、祝家庄这些阳谷区域内的地名远播中外。每当我们追寻老一辈革命

家的足迹时，解放战争中刘伯承、邓小平率百万大军横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

曾经在四棚镇沙河崖村设过指挥部，使此地格外生辉。还有清乾隆年间的王伦

起义．1928年的坡里暴动，曾震撼九州，名垂青史。使党后王村王伦故里和坡里村

两处地名显示出它的特殊含意；战国时的孙膑、庞涓争战之地迷魂阵，岁贡煮胶

的古阿井，明代文学家殷云霄墓，五代名将王彦章故里等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地

名。早巳载入史册，流传千古。

事以地记，地以事传。古往今来，阳谷出现了许许多多与历史事件有关的地

名与传说，如季札挂剑、晏子三治阿、孔子宿处、李谷治水、康熙南巡等等。近几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阳谷形势的巨大变化，很多国内外著名文学

家、画家、历史学者如沈雁冰、顾颉刚、李苦禅、吴作人、刘海粟、陈从周、刘继囟等

纷纷题诗撰文。咏颂阳谷，来阳谷观光考察。

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阳谷之域积累了多如繁星的地名，促进了阳谷旅游

资源的开发。增强了阳谷的知名度。尤其是京九铁路开通以来阳谷地名越来越

蜚声内外，使广大来阳谷旅游观光者得到了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阳谷县地名志>一书，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笔，详尽地记录了各类地名，

既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又包括名胜古迹、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类地名的基本

情况、历史沿革、现状特征等都作了一一介绍。<阳谷县地名志>“详史之略，续志

之无”，“资政存史。正名溯源”，对今天的政区建设、城镇规划、旅游开发、邮电通

讯、编史修志等可提供重要的资料；对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教育是一部重要教材；对普及地名知识。推行地名标准化，促进地名学的

研究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几年来，<阳谷县地名志>的编辑们，不辞劳苦，不畏艰

难，到省、市档案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查找典籍，顶烈日，冒严寒，到广大乡村去

查家谱，录口碑，搜集地名资料，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甄别鉴定，整理筛选，

几度春秋。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揽山河巨变，观历史沧桑”的地名专著。

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资料的缺乏，书中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专家、

学者不吝赐教。并对向本志提供资料和指导的单位和个人深表谢意。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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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不同历史阶段。地名有不同的时

代特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地名出于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应运而生，随着社

会发展、民族变迁、国家兴衰和自然地理实体的沧桑之变。地名也随之出现不同

的变化。因此，地名不仅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且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风貌。

<阳谷县地名志>记载着全县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纪

念地等地名概况、名称来历、含义、沿革以及部分重要地名的简略考释，所有地名

全部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根据地名特点，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它的历史和现状，

反映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等信息，因此，<阳谷县地名志>不仅为政

府管理部门提供了一部资政存史的重要资料。而且还将作为一部重要文化遗产

留给后代。

<阳谷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遵照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多方意

见，几经考证，多次修改，依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吸取精华，去其偏

颇，存真求实，秉笔直书，并结合查阅<左传>、<战国策>、<二十五史>、(Tg经注>、

<山东考古录>、<中国历史地图集>、<兖州府志>等古籍以及大量的家谱和碑碣，

力求材料准确。内容完整，引证无误。脉络清晰。

<阳谷县地名志>按照地名的类别．相对集中编排。全书共分为九编，依次是

综述、行政区划居民地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名胜古迹纪念地、人工建筑物名

称、交通与通讯地名、专业部门与企事业单位名称、备查地名、附录。编下分章，

既遵照<山东省市、县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又参照了外省、市的经验。

本书共收录各类地名1560个，其中县、乡、镇地名22个，古地名28个，街道

地名43个，自然地理实体地名17个，名胜古迹纪念地地名34个，人工建筑物名

称72个，文化卫生设施地名26个，企事业单位名称49个，交通通讯地名23个，

村落地名1038个，待考古地名12个，古今对照地名132个。注销与消失地名31

个，并有附图和表格。各类统计数字以1998年底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全书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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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万字。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叙体，篇目和条目结合。词条目释文按标准名称、汉语拼

音、辖属关系、历史与现状分别作简明交待。重要地名做专题考证。一经出书，志

载地名具有法定性和稳定性。词条中所书距离均指直线距离，地图中的行政界

线，按现行辖区编绘，本书注重地名的来历及沿革，有关生产、经营、行业部门的

技术数字，仅供参考，不作法定依据o

<阳谷县地名志>篇幅较大，内容丰富，地名众多，考证颇艰，因编者文浅智

薄。绠短汲深，文中缺点不可避免。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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