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标准化

研究立库

地名史源学概论
孙冬庞着

@中'往会出版怯

• 

J 



图书在版编自(口的戴霸

抱4旨史'跟学慨论/孙冬.. 著 北京g 中国社会出版社. ，∞，. , 
ISllN 978- 7- S087- 206B - 5 

1 地 H 孙 E 炮名学 历史概论 N. P28 1 -ω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韶恢字 α∞7)第 188060 号

布 各 地名史源学慨论

着 看孙冬虞

责怪编揭滑到体

出版发轩~国社会出版社 郎曦编码 1以~"

遇'院方法北京市商统区二龙路市"号新龙大厦

电 话: ω10) 6创51698 咆 传 ω\0) 6ω51713 

邮购部 (010) 阳创'"
经 拥各地籍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出版位印刷厂
开拿l7OmmX 240mm 1/16 

印张 14. 2S 

字 '撞 210 千字
版 次 2ω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8 年 1 月第 1 次印翩

定 价 28. 饲元

/ 



〈中国地名标准化解究立库存〉 顾问 、 编委名单

顾问椅豆乎玉际桐杜样明史为乐

李炳主杨尤浴周定国

编委会

主蝠 刘保全

副主编吁启大商伟儿

捕墨。(按姓氏笔画排序)

付长良刘连安朱昌在孙冬虎

宋丸成庞森权哈升朝鲁钟琳娜 • 



序

《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文库》

zo 多年来 中国地名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晨 1 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理论研究成果丰烦。且正在不断开拓和创新，有力地椎动了中国地名标准化

事业. 为了金而系统地总结展示中国地名学研究成果引昂地名学理论研

究活动沿着民内外地名标准化发展方向深入开展 为广大地名工作者专业理

论水平的锁商槌供-套系统叔" 为中国地名标准化耶业的开拓与创新提供

理论支持在民政部领导的关注与指导下，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组织编霉了这

毒 刊'园地名标准化研究文靡' 使之然当代中国地名学研究成果之大成.

本 《文库 》 备'据专著.毒品本上洒缝了中国地名学的学料内容，系统地揭

示了地名学的主要论姐 l 因而 《文库》 具有鲜明的系统性;本 《文库， 以中

国地名工作的根本目标-一地名标准化为纲!得册专着均遵循不断推进屋

步实现地4旦国家标准化和地名国际标准化这个大目标陶述理论主张 凶而

‘文廊， 具有鲜明的方向位 1 本 《文库 ， 各珊专著在理论观点 k既保饰地名学

属的一放性又允阵各自成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既防止相互重复义允许必要的

交叉在体例上既保伴统的规范又允许必要的具体变通 因而 ‘文库， 具

有鲜明阳科学性本 ‘文库， 各个专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切实

服务于地名工价 实践 因而 ‘文库' 具有'陈明的实用性 B 本 《文库' 坚持健

承与创新并格的服则，一方面飘极传承中国地名学..究理论成果并彼之发扬

光大 . -1f面着眼未来大胆开拓创新使之长足发展，因而 《文库》 具有鲜

明的创新性

" ‘文库》 的作者，既有多年从事地名学理论研究的巾老年专家，又有

勇于汗拓创新的青年人才这个作者静体在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园地名学理

论研究传展与发展的历程 《文蹄， 的编若出版，既是"册专著作者集体智您

的结晶。又是我国 20 多年来f 大地名工作者和专系学者研究成绿的总结.

衷ι感谢关注支仰 《文库》 编著出版的精亚平主际桐等老都地名专家



和多年来为推动中国地名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却也名工作者.

本 《文库》 各'"专著采用统装帧和版式改计分册出版但不排'1先

后顺序 .

《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文库， 是夜国第套地名学丛何其中多数专著也

是第一次与读者见而. 立的编若出版是地名学理论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也

是辈辈阻地名学理论"改具有历史意义的 件大事. 鉴于地名学是 门新兴学

科加之貌们水平局限其中说搁在所难兔敬请专乐学者和广大谈者

指正

中回地.研究所所长刘保全

2007 年 I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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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名史源学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史源学与地名史源学

一、 史源学的基本内容

史源学大体属于历虫文献学的范耐，是一门寻求与考正虫料来源的学问.

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通过渥-考察丈献中所用史料的出处，可以鉴别其依据

是否可靠、弓|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历史

学家陈垣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共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名为"史源

学实习"的课程，这可以视为在我国明确提出虫源学这门学问的显著标志.

陈垣先生指出 "历史研究法的虫源学大概分四项， 一、且闯，二、传说，

三、记载，四、遗迹.今之所谓‘虫源学实习'，专指记戴一项". 这段话是

就当时开设课程时所讲授的内容而言，为了在读史过程中解析可能遇到的疑

难，其余三项史源的追溯同样必不可少.陈垣先生以消代赵冀 《甘二史札

记k 顾炎武 f 日知景》、圭祖盟"占蜻亭集》 等虫学幸i若为教材，要求学生
从四个方面考察史源z"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 版本异间，记载先后， 征寻|

繁简.二、看其引iiE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
触目、官名.四、看其刑断是否的确计算、比例、推IEJ 可见，史源的考

正除了熟悉史籍本身的内窑之外，对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辨伪学、校

勘学等多种相关学科， 都要有比枝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了解史书记载的颇

为庞杂的各类内喜，进而发现其中存在的史源问题并做出考辨与订正. 陈垣

先生强调 "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街，也无由知其敖误主

原咱. 通过这样的史源学训练， 不仅可以培养严谨求实的泊学态度，更有利

① A民捡到文均见 《降埠朱德..末"附宫. 人民也凰秘， \980. 



于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翔实可部的史料基础之上，从而对立献的学本价值做出

事观评判 ， 对相关虫1jl进行消晰的梳理。

二、地各史源学的特点与性质

史源学的涉且范围包罗万象、研究内容各有不同. 地名的史源寺正仅仅

是这门学科的众事分宜之一. 但是，对于从事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的人员而

言，即使限定在地名这个相对狭窄单一的领域内，如果宿要将学术研究或实

际工作中遇到的地名问题于以正本清源， 也绝不是一fl 轻而岛举、随手拍来

的耶情. 地名自身的认读科且、各个地名要素在历虫上友生的变迁、古今芷

献记载的正确与杏 ， 都需要考耕者下-番爬罗剔快、对勘比较、去伪存真的

工夫， 但在目前所见到的当代某些文章或著作中， 往往表现出对史籍的隔膜

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偏差，再加上学本探讨的视野不够开阀.得出的结论不免

存在着强词夺理、以偏盖全的弊端.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一般表现

为两种情况. 其 ，由于缺王目录学的章养， 容品从个人的见闯出发，把有

限的儿种文献当作完岳的资料使用，却不知还有许多内容更为丰富、学术价

值更高的文献需要去参考借鉴.其二，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 ， 当然需要征引

IJí虫立献. 但由于缺王必要的阅读古书的能力 ， 那些衔要通过遍溯史源加以

辨析的错误与疏漏却被轻轻放过. 这样 ， 展开论证时不兔在南辙北辙的方向

上跑m越远，而论者自己却浑然不觉. 鉴于上述各类悄况.这里提出"地名

9.!lw.学"的概念 ， 重点不在于闸释虫源学这门分宜的各个方面， 而是试图强

调在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中提高对地名史源的重视，提醒著作者尽量减少地
名史原问题上岛开击误.

本书所说的 "地名史源学" 与 "史源学"既有联系卫有不同。我们已经

知道，作为历史学分立的虫源学，盘在考寻前人著述所依据的史料的来源出

处，地名问题则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地名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来说，

考察已有文献中的地名虫料的正确与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这一点与史
源丰强洞的内在是一致的，此外针对某个具体的地名，通常需要迫寻它的

来龙去脉，其中既有如何处理已知文献资料的问屈. 也存在着通过何种渠道

去寻找未知史料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怎样运用这些虫料去展开研究考证.
尽管后者已经越出了虫源学的领域，却是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中普遍存在的

事观而要. 换句话说，地.zí虫源学的探索并不局限于如何鉴别与地名相关的

虫料. 还应该解决如何寻找史料、运用史料的途径与方法问题. 迫根寻源是



为了依据主献资料与实际调查所得， 深入挖掘地名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各

个地名要嚣的本原;正本消源是为了纠正各类文献可能存在的对于这个过程

的销误记载 ， 消除俗词源与伪词曲i对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影响.基于上述

认识， 这里所说的"地名史说学"，就是根据史源学和地名学的基本理论，倒

述考辨各类文献中所涉地名史料的原则与方法，指出依部历史文献结合实地

调查进行地名溯源研究的途径，从而为消除地名丈献说误、开展地名研究和

地名工作奠定方法论基础的一门学问.

第二节 地名史源考证的科学价值

-、史源考证是地名学的重要任务

在地名史源学的主要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地名研究几乎须央不离的

"地名埠证"，或称"地名考正". 地名虫源学对于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的奠基

意义， 也可以通过地名考证的作用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 ， 大多数地方

的名称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变迁. 不论是地各的前后亚选、字形或读音的变化，

还是同一名称先后指称迥然不同的地域， 都显示着地理、历史、语言等因素

的撞透 ， 从而使"名"与"地"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且是呈现一一对应的关

系. 梳理这种变迁的历虫脉络，是地名学及其相关学科共同的需要. 在传统

地名学发展史上，以地名考证为基本内容的地名虫源研究已成为涉及众多学

科而且相当成熟的专门学问 . 其间的许多工作为今天的地名虫源学提供了典

范示例 ， 值得认真且结与多方借鉴.

"考证"原本泛指根据土献资料核实说明某一问阁，"考正"一词则在包

吉丁"考证"语义的同时 ， 豆有运用考证的手段来纠正某种错误的意睡. 地

名的考证很早就与其他学科具有天然的联系，因为要明了地名的字形、读音

和吉且 ， 就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学s 要追溯地名的起源、演变E命名的环挠.

卫必须借助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论证. 南宋主应麟胡三省之后发展起来的沿

草地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历代政区与居民点、山f可名称的考证.清代以

闸明市且为要旨的汉学派 . 致力于考核辨证古籍的文字音且且古代的名物典

章制度，作为治经虫舆地之学的一个方面，对儿乎所有见 F记载的重要地名



都作丁考证，这些已成为当代地名工作者继续精进的基础，其中的疑点也需

要进一步澄tU.经过大规模地名普查之后获得的丰富材料，必须依靠锁甜的

埠证来辨别真伪.忽视了这两个方丽，将全削弱地名资料的科学性，进而导

欲结论的偏差，

不论是考证地名形成的年代，还是追索其发生:&:展的历史地理环堤，对

文献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都是奠定研究基础的关键环节.请人钱大

昕指出 "言有出于古人而朱可信者，非古人之不且信也. 古人之前尚有古

λ 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 我从其前者而已臭"①. 这种尽盘挖

细第一手资料的审慎态度.对于今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地名研究

的角度看，我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就是中华民族的先哲留下的一

个巨大的地名资料库，其间所记载的地名不可胜数，现实且不允许我们去连

一考 ìil 其渊源，但根据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工作范围与具体需要 ， 选择一部

分必须考辨的历史文献与必须消理的地名，在对相应地域或专题的已有成果

烂熟于胸的前提下厚积部发，就有可能在地名虫源考证中左前人之所未发，

表现出某些新意与创见.

如果以为地各史源研究中的考证只要依据正史地现志且若干地名辞书就

可解决问题， 那也是非常片面的. 各史的地理志并不是-个朝代地名的且汇，

而仅仅是撰著者对前代行政区划的简要记录8 地名都 H所收景的条目 ，也以

岳代的政区~称且重要山川名称居多. 数量最多的黯部名称，不像县级以上

政区的名称那样变动频繁，有的甚至已经沿用丁数百年. 它们具有如此强烈

的息定性，其中包含的援部命名时期的某些痕迹，正可用来探求区暖地名的

盎展变化及其自然或人文环境. 然而，恰恰是这些具有化石一般指示作用的

小地名，由于在历史上事数不是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缺王足够的文献记载，

今天要判明其始束源流，基础资料难免显得左主右地. 这种缺憾依靠参阅尽

可能辜的史料，包括正虫以外的各类杂史、方志、碑雨、牒谐等，或者可以

弥补些. 在许多情况下， 山于体裁、篇幅的限制，正虫中的记载只能提供

一个相当简略的轮廓，细节问题往往需要集中各种相关文献的零星描述去分

析和判断.

对于地名含义的考证，特别要避免望文生义和似是而非. 人们一般不会

怀疑许多聚落名称能够反映其形成环境的某种侧面，比如靡落以植物名称命

名 ， 表明当地命名时期确有这种植物存在.因此， 它们常敬用作某一历史时

③ 侃大昕 《暴.，.;-..，，~ }. (f.~ :tX巢 ) ~牛女 -'-海古掘出凰杜.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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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区域植被状况的佐证。实际上，这类作法却未必总是准确的。试想，聚落

赖以命名的事物， 一般是足以显示该地与邻近区域不同特点的标志。以植被

为例.既可能是普遍存在的，更可能是当地精有的，因而也是一定区域内最

独特、是引人注目的种类.在未经逐一寺证之前，不宜率尔而论。一个聚蔼

称作柳树庄，如果这种植物是广泛分布的，以此推断当地的历史植被尚能差

强人意g 假如柴落赖以命名的只是村头的一株独木，根据地名而做出的推断

就肯定与实际状况南辙北辙.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类似的方法一律不可靠.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在考证地名吉义的过程中，究竟排除了多少想当然的

随意成分。 此外，对地名中有时使用比拟手法形容某些地理事物，更需果取

审慎的态度。 一个自然村称为骆驼湾，是因为地处河湾并有人饲养过骆驼呢。

还是因为河湾曲折形如驼峰起伏而得名?只有查阅文献资料井进行实地调查，

才能确定它的含义。 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王国维在考史中提倡的二重证据法.

既以纸上材料为主，丑不放弃能够得到的实物资料，所得结论将更趋近于

真理.

地名考证的精芫直接影响着地名研究的准确性，这就要求从事考证的人

们具有相应的学术素养.而地名虫源的考证能够使寺释者在基本知识、治学

态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得到严格训练， 在实践中培养严谨求实的学风，增强

地名学的研究能力.就目前情况看，开拓新的领域和方法固然重要，语言文

字学和历史学的修养似乎更有进一步提芮的必要，至少应且古今学者的治学

实践中获得些教益。清代的考据一般是以校勘Jjj!正本文，以训话贯通字义，

其研究风气和途径都是先通小学〈即文字学的专门知识〉而后治经，并随之

.旁及其他学问，将主宇学的训练摆在基础地位。消束张之洞 《书目害问》 称:

"由小学人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由经学人虫学者，其史学可信g 由经学史学

人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s 以经学史学'1在

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叭 罪!H~为此孜孜不倦地从事丈宇声韵制In古之学，

其中自然也包括地名的考释。甲骨士被发现后，学者们利用这些新材料井结

合史箱探寻古代的历史和地名，积罩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王国维 《毛公鼎寺

秤序》 指出g"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悄状g 本主诗书，以求

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倍;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

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贝tl于宇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②，

① 范翁..民 <书写筝网补正) 22 1 页 命华斗格局 1963 

② 王闺罐 .....公.考待Jf-). (现金是林》 斗也六.中排书局 1959 



这里不仅展示了王国维的泊学之道，坯提出了考证主虫〈包括对古地名的母

证)所应具备的儿种萦养. 要求考释者谙熟群经诸虫、通 l血古代立法、接受

音韵训话学训练、多接触出土实物. 以此标准来要求当代地名研究者，可能

近乎苛刻 ， 但应该看到 . 由于从音韵学和语言文字学人手进行的地名研究工

作比较薄弱，时下的地名唔ìiE$是在常见主献基础上做出的、关于某 政区

名称历史沿革的罗列，通常只能断续修补请人的若干结论. 当代语吉文字学

家参与地名研究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其他地名工作者卫缺王足够的语言学训

练 ， 有时不免偏执一隅或隔靴搔瘁 ， 地名研究因而也难以产生新的突破. 消

人以音韵为治小学的枢纽，其经验值得参考. 因为只有掌握了古代音变的规

律，才可能对宇且引申假借的根源和l字形变易派生的最例有相当的了解. 从

世界范闹着 ， 许多国家的地名研究都有较多的语吉文字学者参加， 我国历虫

t也早有这样的传统 ， 今天存在的弱点应当是可以弥补的.

二、地名工作与相关学科的进步需要地名史源考证

地名虫源考证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加强地名应用的科学性.是一项重要

的基础工作. 在地名调查Æ1J研究工作中，地名的各个要肃一二读音、写法、

意义、位置等，都需要通过母证以纠正错误、正本消四~.因而它也是判定地

名~嚣的基本步骤.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很多学科的帮助.地名研究的成果

反过来卫可以为相关学科服#. 在以后的各章，我们将会对地名史源学与语

言、文字、历史、地理、民族等学科的相互促进分别进行专门的讨论. 在地

名管理工作中， 地名虫源考证也将为各类地域的命名、更名和正名提供科学

依据.当我们把历史悠久的古今地名视为一种历史文化遮产时，更需要借助

于地名虫源考证束确定官们的产生年代、语词吉且、汹变过程、 相关历史事

件和人物 . 为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繁荣区域地<<文化开辟途径.在这个意

义上 ， 地名史源考证是解决 i午多相关学科问题的通用工具.下面仅以地名虫

源学成果应用于疆域变迁史研究的-个例子略作说明.

疆域变迁史与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等研究密切相关，地名史源学时

语源、语且、位置、变迁过程的追溯 ， 也能够在这方面监挥积植作用. 史为

乐先生 1982 年发表的 《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文写道:黑龙江以北、乌苏

里江以东地区， 几千年来是满族及其相先的居住地.tJ>俄侵占后不仅驱赶了

那里的满族人民，还把满洒地名换成了俄语名称. 但是，只要查考一下原有

的地名，就能够了解满族人民歼蛊经营这块土地的历史以及t少皇的侵略罪行.



"如黑龙江以北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原名海兰泡，这是蒙语或满语与汉语组合

的地名.‘海兰 ' 乃哈喇的转音，蒙语、满语意为 ‘黑， ‘泡'叩71<泡于，应

是汉语。 1856 年海兰泡被沙俄强占， 1858 年《中俄玻王军条约》 签订后，侵略

者为了庆祝他们掠夺的成功 ， 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在城'.

卫如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河，满语意为‘山羊'.明朝政府在这里设过‘亦麻

河卫'，清初杨宾苦的 《柳边纪略》 中写作 ‘伊瞒'。这地方直到 1972 年才被

苏联改名为 ‘达利涅列钦斯亮'，意为‘远河'.地处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

现在苏联仍沿称 ‘萨哈林'，此名原为满语， 意为 ‘黑'，是以 ‘ 萨哈林乌拉'

(即黑龙江)而取名的。此地在 《庸书》 中称为‘窟说， ( ‘说'音网 ‘悦 ' ) • 

元明文献中称为‘苦夷'，历辈是中国的领土，直到十丸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势

力才达到这里"①。尽管现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已经划定.但历史却是

客观存在而不容篡改的.上述例子都证明，研究地名史源能够为我国的疆域

变迁史提供可靠的证据 ， 而这也只是其学术价值的一部分而已。

第三节 4地名史源学概论B 的基本结构

根据为当前的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提供学术支持的宗旨 . 本书除了理论

上的闸释之外，将尽量列举典型事例予以说明;对于可能不易理解的古文，

通常在引用之后随之做出白话文的翻译解说。由于作者在知识结掏和学术在

准方面的局限，本书主要涉及汉士文献与汉语地名的史源学问题，少数民族

语地名且非汉宜的文献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择要介绍。因此，所举的例证与文

献的范围只能侧重于汉语和汉文，好在这些对于地4;史源学理论与方法的讨

论影响并不太大.

本书将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结构如下

一、地名史源学是什么?解释基本概念，说明它与历史学领域里的"史

源学"是什么关系，指出地名史源学的深入将对未来的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

带来哪些桦益。

二、地名史源学将做些什么?根据研究内窑， 从若干方面回答考订地名

史源的主要类型等问题.

① 史'今乐! ‘逸地在学与历炙研究>. (历史研究 ) 1 982"' 1 期.



三、消理地名史源需要做哪些准晶9 阐述地名史源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学

术营养，提出相关的学术要求.

四、怎样进行地名史源的探寻?介绍地名虫源学的一般方法，使地名的

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了解开展地名探源研究的主要途径。

五、古代与近现代的学者是怎样进行地名史源研究的。通过解析历代学

者追溯地名史源的典范事例，学习前人创造的理论与方法.为今人提供地名

史说研究的成功榜样。

六、鉴别地名虫源时容易出现哪些类型的错误?通过归纳以往的典型事

例.从反而论证地名史源研究所必备的提件与方法，为今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第二章 号订地名史源的主要类型

作为地名研究者与地名工作者，在初步认识了地名史源学的性质与开展

地名史源研究的必要性之后，紧接着需要了解的问题是g 地名史源学通常要

追索;哪些方面的东西? 按照所涉及的内容区分， 关于地名史源的考证包括哪

些主要类型? 在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中，所有的地名要素以及与地名相关的

信息，几乎都存在着→-t-史源考正的问题.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地名是指示

地域空间位置的专有名词或词组，"音"、"形飞"义"是它最基本的构成要

章 ， 这一点与任何别的语词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地名本身首先就是 种语言

现象.随着地名研究的逐步深入，有人比较强调地名指示→定地理位置、表

示特定地域类型的方面，在音、形、义之外丑提出"位"、"类"两个要素5

还有人着H&'f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提出还要增加"时"的要辈. 综

合起靠着， 音、形、且三者是服从语曹学普遍规律与通用法则的构成要章，

指示一定地理空间的"位"可以纳入"义"的范畴， 换言之，地名的"且"

既要包括记录地名的那个书面字眼的内涵 语词意义，还应包括这个语词

对某个地域范围的指称一一指地意义。 语词意义与指地意义的综合，共同体

现着地名而不是其他名词的语词特征。 此外."类"是由地名的使用者依据自

己认可的标准、为了适合特定需要而进行的归纳划分，"时"是研究者对于地

名在不同时段的表现形式所做的比较，就像哲学里所谓"运动是绝对的，静

止是相对的"一样，并不是地名自身所独有的特征. 由此看来 ， "类"与

"时"不宜视为构成地名的要章，但它们仍不失为地i'i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 ，

以梳理政区名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为主要特点的"沿草地理学"，就是在历史

地理学者'追溯地名逐时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门学问. 综上所述，关于地名史

源的考证，大体可以包括判别地名所属语种、追溯地名语音演变、考察地名

用字更替、订正地名语且iit误、 m理地名沿革过程、 确定地名所指地域、核

准地名相关史实等几个类型，



第一节 判别地名所属i吾种

我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实行各民族一伴平等的政策。汉语是使

用人口最多的语种，各少数民族同样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蒙古语、

维吾尔语、藏语、傣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通行于这

些民族繁衍生息的广大地区，与汉语共同成为人们交际的工具。国家有关部

门先后制订了上述各语种地名的汉字译音表，推行了维吾尔语、蒙古语、藏

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对于执行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发挥

了积极作用.地名语种的判别，是确定地各语义、开展地名研究与地名工作

的第一步.

一、汉字译写少鼓民族语地名造成的语神疑似

地名虫源学所做的地名语种的判别，目的在于弄清地名究竟是以哪个民

族的语盲来命名的.常见的地名丈献以议主为主，遇到那些需要记载下来的

少数民族语地名，则果用汉字将其读音记录下来。蒙古语、藏语、维吾如语

地名通常并不特别缺王本民族文字的拼写形式，记录它们语音时所选用的汉

字.般也能体现出非汉语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地名语种的判别是相对

容易的。问题在于，汉语的普遍使用影响着地名的翻译者和后来的使用者，

所选择的地名用字布时居然可以引起汉语环境中的"望文生义"。换句话说，

那几个汉字原本是用来记景少数民族语地名语音的，由于译写用军上的巧合

或某些有意无意的习惯性选择.它们连缀起束居然有丁汉语的语词意义，颇

有几分鱼目混珠的放果。这样的地名如果与其他少数民族语地名成批出现，

或者使用地名的人己对其地理背景与民族归属有所了解.自然不至发生语种

判别上的混乱，否则就括加以注意并进行必要的查寺辨别了.

我国的少数民族语地名调查与研究，在国家投入大批人力物力支持之下，

经过测绘队员和地i.;工作者多年的艰苦工作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民族语

地名的汉字译写而言，在西藏、内蒙古、新疆及其他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省

区，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能影响语种判别的写法. 以西藏地名为例，亚东县

的八仓、洛隆县的人里、琼结县的白日、左贡县的~l土、比如县的比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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