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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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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各种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它同人们的日常生活、

国际交往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

必须正确使用、认真管好。

《浙江省天台县地名志》就是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资料，经过考

证、充实，提高，运用典籍的形式提供天台县准确而详备的地名资

料。全书约60万字；有文213篇、地图59幅、照片75帧、表7份；收录

3260条，其中行政区划(含自然村、街巷)2167条，专业部门48条，人

工建筑185条，名胜古迹和纪念地30条，自然实体830条。凡属重要

地名，释其含义、来历、演变，标其读音、位置和行政归属，力求纵

贯历史，明察现状。

一部成功的志书应该是富于地方特色的。鉴于我县是一个擅有山

水之利的半山区县，既是历史悠久的文物之邦，又是中外闻名的旅游

胜地；因此，除了系统地记述各类地名外，我们还从地名角度具体地

记载和反映它的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以

专文综述其概貌，兼载地名艺文等形象化资料，从而使本志成为我县

历史上第一部收录丰富、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地名典籍。

《浙江省天台县地名志》对所收地名的读音、书写作了统一的技

术性的处理，基本上澄清了地名使用上的混乱状况。它的出版，标志

着我县地名向标准化、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它使人民群众掌握和运

用现行标准地名时有据可查，给劳动、工作和交往带来方便，是实施

地名的科学管理、深入探索地名的成名规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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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凭借，是各级各类机关团体必备的工具书。不仅如此，它还

为编写各种史志和从事语言、历史、地理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

依据和资料，是普及我县地理文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乡

土教材。总之，本志的出版，必将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精神

文明的建设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为加强地名管理和正确使用《天台县地名志》，兹将有关事项作如

下说明：

一、志中所列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作为统一使用的法定标

准。凡需新命名或更名的地名，应按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

规定的审批手续，批准后方能使用。

二、政区和居民点，按地图自北而南、自西向东次序排列，其它

地名，按同类集中编排。

三、所载距离，除未通公路的山村按地名普查资料(图上直线距

离外)，均按公路里程计算，地名图中行政区划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

据I所用海拔高度，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四、志中使用的各种数学，除注明外，均根据1984年县统计局资

料，其中自然村的人口，户数，仍按地名普查资料。 ．，

五、本志所引用资料，除参考康熙版《天台县志》，《天台山全志>

民国版《台州府志》及褚传诰《天台县志稿》等有关史籍外，均为各有关

单位提供。

六、本志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

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地名注音。

七，志中天台县地方用字的音义集注如下：。 ．

‘

崎 音湾 (W五n)山谷 一如冷～

酱 仇(Qm) 湖水干涸后形成的小片田地 一如浙～-。
，2，



(Ch6u)又褚志稿：“山之高嶂者日酱黟

簇(P否ng) 草木茂密 如竹～王

爹 音度(Du6)大 如～坑

崔 音近哟(Y6)山脊 如长～丁

八、本志采用以地名为中心的释文方法，有言则详，无言则略，

凡查证未落实者，注明“待考一，“无考一或多说并存，力避传讹臆断而

贻误后人。

天台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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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装璜五金厂(王秉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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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电站(张金锻)

桃源春晓f张杨勇摄)

仙人抒石 万马渡f陈瑜摄)



明岩朝阳洞(张杨秀摄J

寒岩潜真洞(张杨勇摄)

琼台(仙人瞳)‘张杨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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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石门永库r张杨勇摄

桐坑溪水库(张金锻摄)

红旗渡槽(张金锻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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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秀乡

陈瑜攒

中方广毒f张杨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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