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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地名录》

世·这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历史专著，是我县珍贵

的志书之一。它的问世，给我县志书充实了类别，增添了异彩，是

我县人民的一件好事。 ，

，地名工作是一项崭新砸又陌生的工作，因而人们不甚关注．为

此，发表点议论，以唤起大家更好抱重视和支持。

地名，是识别不同地域的各种地理事物的标志，即人们共同约

定的■种语言代号。它借助人口而发音，借助文字而生形，同时又

具有一定意义。凡地名，则含有音、形、意三个要素。它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

地名工作，．就是对地名进行一次认真的普遍核调，多方搜集有

关地名的各种资料，对地名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进而搞好

《地名录》编纂，以备编写地名辞典，绘制地图，进行地名学研

究，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涉及面又

很广，难度又较大的复杂工作，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地名的称

说与书写是否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准确，地名工作搞得好

坏，不仅标志着我们行政管理和科学管理水平，而且直接关系和影

响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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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事工作；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和人民日常生活．所以它是一项很

有意义的工作。

襄垣县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细胞，虽自然地理实体较小，但

自古以来就有“上党奥区”之称。《汉书》云： 邑州山林茂松生

焉，询不诬也。况五阳耸于离方，五音峙于坎位，龙洞雄于震地，

紫岩丽于兑域。浊漳呈浩渺之观，甘水鼓清涟之浪·人文秀杰知

所自来．《乾隆志》载：，“(襄垣)胜迹视它邑为盛”·《通态》

称：，“襄垣内平坦，外高俊，襟山带河，上党一伟观，是河溯之咽

喉”．总之，襄垣地势壮观，美丽富饶，山峰重叠，沟壑交错，

关、。卡、岭、波星罗棋布。这些关、卡、峨渡，是人民通行，经

济往来的必径之路，尤是行军、作战的要冲和依托。襄垣在历史上

为军家必争之地虽不甚熟，岂不知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四年游击战

的五音山防线，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八路军总部，巩固

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岂不知解放战争时期，闻名全国的磨盘山歼

灭战，揭开了解放娥争的序幕，敲响了蒋家王朝灭亡的丧钟!襄垣

县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蔓否仅在我国古

代历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在现代史上，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更占有光辉的一页。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县的归属辖地，在漫长的人类历

史发展中，‘屡有置、废、易、复。襄垣县名，从春秋赵襄子建城得

名以来，虽未更换过名称，但其城址也曾三迁；我县的虎亭、城

底、井关、西王桥等地，在历史上也曾建过城邑；很多地名，也曾

因革徙没。这就形成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地，甚至异说纷纭的复杂

情况．尽管每次更替都是语言代号的改变，但它都和当时人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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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及风俗习惯，结伴而至，忠、息相关；和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无不涉及，

紧密相连．学习、研究历史和编纂史志、史书，必不可免地要碰到

变化复杂的历史地名，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答案，就不能正确

认识历史。

建国三十余年来，我ffl的各项事业都有很大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而地名工作是欠了帐的。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还有地名专

著．史书上也有有关地名的专门记载和考证。可是，我们现在在这

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我国的地名仍旧处于某种混乱状态，尚未进

行_次认真的、全面的核调；擅自更名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林彪、

“四人帮p十有余年的干扰破坏，在地名战线上大搞形而上学，滥

改地名，不但未得到群众的认可，而且更加制造了大量的混乱，大

大破坏了地名的相对稳定性，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且不说那时

全国有多少地名改为“东风”、 “红卫”、 “红旗”、 “红星”等

一类之名堂，绐邮政、通讯、交通、民政、公安等工作和人们的日

常生活带来多少不便和混乱，单就抚顺露天矿的煤，那在国际上是

颇富胜名的，由于产地改为“红卫露天矿”，出口日本的煤而遭到

拒收，退回货物．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这种历史的教训，尤须

认真记取。因此，地名的某种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

去了!必须迅速纠正，尽早杜绝，避免再生!地名工作必须抓紧

抓好!因此认真开展地名普查，努力搞好《地名录》的汇编，高质

量地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

的重要任务。 《襄垣县地名录》，正是为了给我县地名工作“清

欠”，充实空白，适应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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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进行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汇总编纂而成的。 ，

纵观《襄垣县地名录》，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始终没有离开

“地名”这个中心。从头至尾，从县到村，载古论今，，都被“地

名”这条红线所贯穿，其地名知识显而易见；横剖《襄垣县地名录》

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对各个部门的有关资料也历历在目。通阅全

书，我感到它还具有“三性”：

资料来源具有真实性。本书的大量资料，是经过深入访问，周

密凋查，从将要过世而掌故的老一代中，抢救出来的，加之查阅史

书、方志和有关档案，进行综合分析，详尽考证，其准确性是比较

强的： ，

写作技巧具有趣味性。本书语言精练，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龙其在地名的考证上，克服了就地名论地名的弊病，较故事性地

写出了地名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读后，不但没有枯燥乏味的感

觉，而且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可得到一点语言艺术的享受。

内容编排具有科学性。本书不分章节，但读起来却没有连篇累

牍之感。其主要原因，就是编者在内容的编排上讲究科学，比较系

统，灵活。既有文字阐述，又有表格反映，还穿插有素色，色套地

图和彩色照片衬托，这样文、表结合、文、图并茂三全其美，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

《襄垣县地名录》，是党政机关和工农财贸，文教卫生，交通邮

电等部门必备的工具书，也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增添建设家乡力

量的好教材；是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宝贵资料，也是为后代留下了珍

贵的遗产。一定要很好收藏，妥善保管。

《襄垣县地名录》，是进行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参与



普查人员的

一切关心，

并致以崇高

在所难免，

熟：

就此，作为《襄垣县地名录》的序。甚歉。

桂怀文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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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级的部置，我县的地名普查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底已基本

结束，但因故，没有及时进行《襄垣县地名录》的汇总编纂工作。

为了善时善终地园满完成这次普查任务，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央

定，一九八三年五月、正式组建了编纂《襄垣县地名录》领导组：之

并责成县志办公室组织力量，挑起了本书脱稿编辑的担子。

众所周知，地名混乱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其它活动带来‘不

便，贻致祸害，酿成损失。如果说，在安步当车的时代，地名混乱

给人类活动造成麻烦且不算小的话，那么，在科学与文明高度发达

的现在和将来，若地名混乱的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它所制造的麻烦

将是不堪设想的。 ，-

从根本上讲，搞好地名普查和编纂工作，关健是质量。必须脬

防虚假，差错，遗误，一句话，要符合客观实际。否则，成果的价

值就会降低，甚至报废。《襄垣县地名录》是在“高举毛主席的伟

大旗帜，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加速全国地名标准化

和国内外地名译写规范化的步伐，为实现四化提供准确的地名资

料”的思想指导下，依照山西省地名委员会(原名领导组)办公

室，一九八。年十二月四日下达的《山西省标准地名录》编写提纲

中，关于．“各县地名录的编排顺序与内容”要求，结合我县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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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把地名普查的部分有关资料，经过认真细致的选择审定而汇

总编纂的。全书汇集了一个县，二十个公社，三百二十五个大队，

一千二百九十六个自然树(其中包括无人居住的村庄一百零四

个)，七十一个独立存在的有意义的自然实体(包括台、站、厂，

场、‘山、河、水库’桥梁、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及革命纪念地

等)，共一千七百一十二条。

在选择审定资料的过程中，根据一九七九年全国地名工作会议

精神和国家、省、专地名工作的有关指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博采众

议，尊重史料和实地考察，对编入的每条地名的地理概况与名称来

历、更替及含义，进行综合分析，多方考证核实．对于绝大多数经

过大量工作，求得诸说统一，并有可靠佐证而能定下来的都给肯定

下来；对于经过工作，但因条件所限，现时列诸说不一，也没有

可靠佐证来肯定或否定其中一种说法而肯定不下来的，采取诸说并

存；对于经过工作多方了解，无法考查者，只好暂时作无考或待考

处理．力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戒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避免地名混乱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实7现地名的标准化。

一个地名的读音和书写要符合正音和正字的规定，含义健康，在国

务院规定的行政范围内，清除了多地重名现象，一地多名和一名多

写的问题得到解决，命名，更名履行法定的批准手续。我县更名公

布施行的一个公社，十三个大队，是经过征求有关大队、公社意

见，‘县人民政府审定并分别报省政府和晋东南行署批准的，凡列入

本书的地名都为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及相对的稳定性。今后，使

用襄垣县标准地名，均以此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



改，以免造成新的地名乱混，产生不良的影响和后采。如有特殊原

因，确系需要更改名称者，必须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报请人民政府履行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对汉语地名来说，实现地名标准，化，还必须借助于汉字使用的

规范化，即符合正字正音的规定，字义确切，书写毒己葱，读音标

准。但汉字数量浩如烟海，而且造字方法又有象形、指示、形声、

假借、转注多种，所以出现了同音字，一字多音，相似与雷同，一
， 字多义等复杂情况，给汉字的正确使用带来了不便，造成了团难。

为此，本书在外业普查，内业整理的基础上，对于所编入地名用

字，尤其对“文革中造成混乱的’地名，对照县志，地图及有关资

料，反复校对，根据上级地名的有关蕾定做了取消，更正、填

补，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处理，标注了地理座标，加注了汉语拼音，

排列了自然村名音序表，使地图名称与实地名称得至0绽。一，基本上

达到了地名的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避免了同音字，异体字，

自造宇等现象。

此外，在语言的修饰和表达上，力求通俗易一童，易于力广大群

众理解和接受。对引用有关史料中的文言又，尽可能地1筝成了白话

文，做到了口语化，通俗化，大众化。

编纂《褰垣县地名录》是件新工作，没有搞过，缺乏经验。加

之，编纂者阅历甚浅，见闻有限，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水平不高，

力不从心。困此，在资料搜集、考核、内容安排，语句修饰，文字

蔹对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深望党政机关、团体、学

饺、厂矿、社队等企事业单位，

面信练方志地名掌敌的同志们，

及荣调外地，迁居异乡，社会各方

关注本土本乡故呈的《地名录》编

]



数没有参加过地名普查，是额外

业余时间，靠加班加点完成幻，

名普查办公室、档案馆、图书绾

经常询问，给予支持鼓励；县教

等同志抽暇分别给绘制地图，拍

提供了方便．所．以，才有这本册

I

温保鱼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襄垣 县地名录

， 中共襄垣县委员会

襄垣县人民政府 ．．：?

关于编写《襄垣县地名录》的决定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八一年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为了尽

快编写好《襄垣县地名录》一书，县委常委于一九八三年五月六日

上午，研究次定成立襄垣县地名录编写领导组和具体编写办法。

地名录编写领导组由五人组成'县长温保鱼任领导组组长，组

员：民政局局长刘来金县委办公室付主任赵启云、政府办公室付

主任马喜才、县志办公室主任张林源。

县委研究决定编写《襄垣县地名录》不再另行抽人组织办公

室，由史志办公室负责完成这项工作，具体完成办法由史志办负责

考虑。主编由张林源，李天德负责；马喜才负责解决整个地名普查

中的遗留问题和编写地名录的行政领导。编写《襄垣县地名录》的

责任编辑是：张林源、李天德、杨耀华、张瑛、李晓大、陈润兰、

路礼先、连磨纯。

具体要求：

(一)《襄垣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

历史专著，书中所录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任何个人和单位不经

批准不得随意更改。



襄垣县地名录

白建国：

来历；

．白先荣：

崔发贵：

名来历；

《襄垣县地名录》所录的每个公社、大队、 自然村以

台、站、厂、场的概况及名称来历，都必须经过认真

确实做到：地图、表册、数字准确无误、’真实可靠．

复查核实无误后，方可进行文字加工，要求做到：篇

构词严谨，语句通俗易懂，字迹清楚工整。

成任务时间：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目交稿，

：

编写《襄垣县地名录》的序；

编写《襄垣县地名录》的前言；

李天德编写襄垣县概况，襄垣县名胜古迹、台、站、

县古遗址、古战场，襄垣县的山脉、，河流、水库。

编排襄垣县地名菩查成果表；

编写城关、东岭公社所辖大瞰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

垣历史沿革；
。’

编写善福、王桥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

编写西营、榆林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

编写南邯公社所辖大队、 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来历；

编写原庄、上马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

编写常隆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来历；

编写王村、龙王堂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及地



—丽焉忑丽瓦百瓢面两丽、两丽磊路礼先：编写史北、夏店公社所辖大队、目然翻的戳。死厌多配萄

来历；

段保庆：编写八里庄公社所辖大队、．自然衬的概况及地名来历，

任存喜：编写北底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来历；

张 瑛：编写下良、强计、九庄公社所辖大队、自然村的概况

及地名来历；

李晓太：编写虎亭公社所辖大队、 自然村的概况及地名来历；

编写襄垣县地名工作总结；

陈润兰：编排地名排列音序表、地名成果表、地名首字笔画索

引。

照相人：岳峰、李广、李晓太、刘海银。

绘图人：票玉明。

封面设计：岳公。

封面题字：李巨艮，

以上同志按照规定要求按时完成任务，并经审查录用后的稿

子，每千字付给稿费(辛劳费)一至两元。

不能按质、按量、按时交稿者，应按完成任务的数质量，折付

一定的稿费，加工修改编排的同志，酌情付给适当的辛劳费。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公社首 字笔 画索引 ·l‘·

公社首字笔画索引

(二十个)

二 画

八里庄⋯⋯⋯⋯⋯⋯⋯⋯⋯⋯⋯(266) 九 画

九庄⋯⋯⋯⋯⋯⋯⋯⋯⋯⋯⋯(306) 城关⋯⋯⋯⋯⋯⋯⋯⋯⋯⋯⋯(219)

三 画 一南邯⋯⋯⋯⋯⋯⋯⋯⋯⋯·⋯·-(317)

匕 马-·-⋯⋯⋯⋯⋯⋯⋯⋯⋯--(S54) + 画

下良⋯⋯⋯⋯⋯⋯⋯⋯⋯⋯··(402) 原庄⋯⋯⋯⋯⋯⋯⋯⋯⋯⋯⋯(275)

四 画 夏店⋯⋯⋯⋯⋯⋯一一⋯⋯⋯(29 5)

王桥⋯⋯⋯⋯⋯⋯⋯⋯⋯⋯⋯(259) +一画

王村．⋯⋯⋯⋯⋯⋯⋯⋯⋯⋯·-(374) 常隆⋯⋯⋯⋯⋯⋯⋯⋯⋯⋯⋯(281)

五 画 虎事⋯⋯⋯⋯⋯⋯⋯⋯⋯⋯⋯(328)

北底⋯⋯⋯⋯⋯⋯⋯⋯⋯⋯⋯(244) +二画

东岭⋯⋯⋯⋯⋯⋯⋯⋯⋯⋯⋯(366) 善福⋯⋯⋯⋯⋯⋯⋯⋯⋯⋯⋯(236)

史北⋯⋯⋯⋯⋯⋯⋯⋯⋯⋯⋯(38 6) 强计⋯⋯⋯⋯⋯⋯⋯⋯⋯⋯⋯(437)

龙王堂⋯⋯⋯⋯⋯⋯⋯⋯⋯⋯⋯(395) +三画

六 画 榆林⋯⋯⋯⋯⋯⋯⋯⋯⋯⋯⋯(346)

西营⋯⋯⋯⋯⋯⋯⋯⋯⋯⋯⋯(424)



，2· 大队首字笔画索 引

大 队首字笔画．索引

(三百二十五个)

二 回

十字道⋯⋯⋯⋯⋯⋯⋯⋯⋯⋯⋯(223)

卜 沟⋯⋯⋯⋯⋯⋯⋯⋯⋯⋯⋯(240)

七里脚⋯⋯⋯⋯⋯⋯⋯⋯⋯⋯⋯(245)

八里庄⋯⋯⋯⋯⋯⋯⋯⋯⋯⋯⋯(267)

九庄⋯⋯⋯⋯⋯⋯⋯⋯⋯⋯⋯(307)

九龙⋯⋯⋯⋯⋯⋯⋯⋯⋯⋯⋯(318)

三 画

小郝沟⋯⋯⋯⋯⋯⋯⋯⋯⋯⋯⋯(222)

大郝沟⋯⋯⋯⋯⋯⋯⋯⋯⋯⋯⋯(223)

大黄庄⋯⋯⋯⋯⋯⋯⋯⋯⋯⋯⋯(223)

下峪⋯⋯⋯⋯⋯⋯⋯⋯⋯⋯⋯(231)

上峪⋯⋯⋯⋯⋯⋯⋯⋯⋯⋯⋯(232)

上丰⋯⋯⋯⋯⋯⋯⋯⋯⋯⋯⋯(242)

土合⋯⋯⋯⋯⋯⋯⋯⋯⋯⋯⋯(250)

上王⋯⋯⋯⋯⋯⋯⋯⋯⋯⋯⋯(262)

土桥上⋯⋯⋯⋯⋯⋯⋯⋯⋯⋯·．(267)

马岭瑙⋯⋯⋯⋯⋯⋯⋯⋯⋯⋯⋯(268)

小黄岩⋯⋯⋯⋯⋯⋯⋯⋯⋯⋯⋯(268)

上庄⋯⋯⋯⋯⋯⋯⋯⋯⋯⋯⋯(270)

小瑙⋯⋯⋯⋯⋯⋯⋯⋯⋯⋯⋯(273)

大东坡⋯⋯⋯⋯⋯⋯⋯⋯⋯⋯⋯(205)

大陶家庄⋯⋯⋯⋯⋯⋯⋯⋯⋯⋯(288)

大平⋯⋯⋯⋯⋯⋯⋯⋯⋯⋯⋯(303)

马前头⋯⋯-．．⋯⋯⋯⋯⋯⋯⋯⋯(319)

小河⋯⋯⋯⋯⋯⋯⋯⋯⋯⋯⋯(333)

土落⋯⋯⋯⋯⋯⋯⋯⋯⋯⋯⋯(335)

大池⋯⋯⋯⋯⋯⋯⋯⋯⋯⋯⋯(342、

马家东岭⋯⋯⋯⋯⋯⋯⋯⋯⋯⋯(367)

下庙⋯⋯⋯⋯⋯⋯⋯⋯⋯⋯⋯(376)

下良⋯⋯⋯⋯⋯⋯⋯⋯⋯⋯-·(404)

上良⋯⋯⋯⋯⋯⋯⋯⋯⋯⋯⋯(405)

义 街⋯⋯⋯⋯⋯⋯⋯⋯⋯⋯⋯(428)

马鞍山⋯⋯⋯⋯⋯⋯⋯⋯⋯⋯⋯(430)

雹 画

仓 上⋯⋯⋯⋯⋯⋯⋯⋯⋯⋯⋯(222)

王家庄⋯⋯⋯⋯⋯⋯⋯⋯⋯⋯⋯(224)

长畛⋯⋯⋯⋯⋯⋯⋯⋯⋯⋯⋯(247)

天仓⋯⋯⋯⋯⋯⋯⋯⋯⋯⋯⋯(260)

五阳⋯⋯⋯⋯⋯⋯⋯⋯⋯⋯⋯(260)

王庄⋯⋯⋯⋯⋯⋯⋯⋯⋯⋯⋯(269)

井关⋯⋯⋯⋯⋯⋯⋯⋯⋯⋯⋯(278)

王 壁⋯⋯⋯⋯⋯⋯⋯⋯⋯⋯⋯(296)

太平⋯⋯⋯⋯⋯⋯⋯⋯⋯⋯⋯(300)

化岩岭⋯⋯⋯⋯⋯⋯⋯⋯⋯⋯⋯(301)

王家岭⋯⋯⋯⋯⋯⋯⋯⋯⋯⋯⋯(304)

中 南⋯⋯⋯⋯⋯⋯⋯⋯⋯⋯⋯(326)

王村⋯⋯⋯⋯⋯⋯⋯⋯⋯⋯⋯(375)

孔家洞⋯⋯⋯⋯⋯⋯⋯⋯⋯⋯⋯(39I)

井l嗒⋯⋯⋯⋯⋯⋯⋯⋯⋯⋯⋯(40 1)

水碾⋯⋯⋯⋯⋯⋯⋯⋯⋯⋯··-(421)

水碾沟⋯⋯⋯⋯⋯⋯⋯⋯⋯⋯⋯(4 22)

丰 曲⋯⋯⋯⋯⋯⋯⋯⋯⋯⋯⋯(431)

牛狼河⋯⋯⋯⋯⋯⋯⋯⋯⋯⋯⋯(434)

井背⋯⋯⋯⋯⋯⋯⋯⋯⋯⋯⋯(441)

五 画

东 关⋯⋯⋯⋯⋯⋯⋯⋯⋯⋯⋯(220)

北关⋯⋯⋯⋯⋯⋯⋯⋯⋯⋯⋯(221)

甘村⋯⋯⋯⋯⋯⋯⋯⋯⋯⋯⋯(223)



大 队首字笔画索引 -3·

东里村⋯⋯⋯⋯⋯⋯⋯⋯⋯⋯⋯(225)

东南上⋯⋯⋯⋯⋯⋯⋯⋯⋯⋯··(226)

东二i匕阳⋯·⋯⋯⋯⋯⋯⋯⋯⋯⋯··(227)

北里信⋯⋯⋯⋯⋯⋯⋯⋯⋯⋯⋯(227)

东 畛⋯⋯⋯⋯⋯⋯⋯⋯⋯⋯⋯(228)

石灰窑⋯⋯⋯⋯⋯⋯⋯⋯⋯⋯⋯(230)

石楼⋯⋯⋯⋯⋯⋯⋯⋯⋯⋯⋯(23 3)

北崔家庄⋯⋯⋯⋯⋯⋯⋯⋯⋯··(238)

石峪⋯⋯⋯⋯⋯⋯⋯⋯⋯⋯--，·(243)

北底⋯⋯⋯⋯⋯⋯⋯⋯⋯⋯⋯(245)

东岸底⋯⋯⋯⋯⋯⋯⋯⋯⋯⋯⋯(246)

冯村⋯⋯⋯⋯⋯⋯⋯⋯⋯⋯⋯(248)

东瑙头⋯⋯⋯⋯⋯⋯⋯⋯⋯⋯⋯(248)

石 堕⋯⋯⋯⋯⋯⋯⋯⋯⋯⋯⋯(252)

东宁静⋯⋯⋯⋯⋯⋯⋯⋯⋯⋯⋯(223)

东岭上⋯⋯⋯⋯⋯⋯⋯⋯⋯⋯⋯(255)

东王桥⋯⋯⋯⋯⋯⋯⋯⋯⋯⋯⋯(260)

东山底⋯⋯⋯⋯⋯⋯⋯⋯⋯⋯⋯(56 I)

北偏桥⋯⋯⋯⋯⋯⋯⋯⋯⋯⋯⋯(268)

艾河⋯⋯⋯⋯⋯⋯⋯⋯⋯⋯⋯(269)

东周⋯⋯⋯⋯⋯⋯⋯⋯⋯⋯⋯(284)

东元瑙⋯⋯⋯⋯⋯⋯⋯⋯⋯⋯⋯(285)

东狃辕⋯⋯⋯⋯⋯⋯⋯⋯⋯⋯⋯(293)

付北⋯⋯⋯⋯⋯⋯⋯⋯⋯⋯··(298)
付村⋯⋯⋯⋯⋯⋯⋯⋯⋯⋯⋯(300)

丛城⋯⋯⋯⋯⋯⋯⋯⋯⋯⋯⋯(302)

石泉⋯⋯⋯⋯⋯⋯⋯⋯⋯⋯⋯(3c3)

冯家庄⋯⋯⋯⋯⋯⋯⋯⋯⋯⋯⋯(308)

北田漳⋯⋯⋯⋯⋯⋯⋯⋯⋯⋯⋯(308)

北马喊⋯⋯⋯⋯⋯⋯⋯⋯⋯⋯⋯(30 9)

北赵家岭⋯⋯⋯⋯⋯⋯⋯⋯⋯⋯(313)

付庄沟⋯⋯⋯⋯⋯⋯⋯⋯⋯⋯⋯(325)

东城⋯⋯⋯⋯⋯⋯⋯⋯⋯⋯⋯(330)

史家岭⋯⋯⋯⋯⋯⋯⋯⋯⋯⋯⋯(338)

申家岭⋯⋯⋯⋯⋯⋯⋯⋯⋯⋯⋯(340)

东坡底⋯⋯⋯⋯⋯⋯⋯⋯⋯⋯⋯(345)

j匕庄⋯⋯⋯⋯⋯一⋯⋯⋯⋯·(348)
司 马⋯⋯⋯⋯⋯⋯⋯⋯⋯⋯⋯(355)

白堰底⋯⋯⋯⋯⋯⋯⋯⋯⋯⋯⋯<367)

史属⋯⋯⋯⋯⋯⋯⋯⋯⋯⋯⋯(377)

北两岭⋯⋯⋯⋯⋯⋯⋯⋯⋯⋯⋯(380)

二j匕河⋯⋯⋯⋯⋯⋯⋯⋯⋯⋯·(381)

北姚⋯⋯⋯⋯⋯⋯⋯⋯⋯⋯⋯(383)

史北⋯⋯⋯⋯⋯⋯⋯⋯⋯⋯⋯(386)

东坡⋯⋯⋯⋯⋯⋯⋯⋯⋯⋯⋯(390)

龙王堂⋯⋯⋯⋯⋯⋯⋯⋯⋯⋯⋯(396)

北下良⋯⋯⋯⋯⋯⋯⋯⋯⋯⋯⋯(4 05)

东故县⋯⋯⋯⋯⋯⋯⋯⋯⋯⋯⋯(4 13)

白杨岭⋯⋯⋯⋯⋯⋯⋯⋯⋯⋯⋯(422)

东邯郸⋯⋯⋯⋯⋯⋯⋯⋯⋯⋯⋯(443)

东岭⋯⋯⋯⋯⋯⋯⋯⋯⋯⋯⋯(450)

六 画

西关⋯⋯⋯⋯⋯⋯⋯⋯⋯⋯⋯(220)

西王桥⋯⋯⋯⋯⋯⋯⋯⋯⋯⋯⋯(222)

兴庄⋯⋯⋯⋯⋯⋯⋯⋯⋯⋯⋯(224)

西里村⋯⋯⋯⋯⋯⋯⋯⋯⋯⋯⋯(225)

西城庄⋯⋯⋯⋯⋯⋯⋯⋯⋯⋯⋯(2：6)

西 川⋯⋯⋯⋯⋯⋯⋯⋯⋯⋯⋯(226)

西河底⋯⋯⋯⋯⋯⋯⋯⋯⋯⋯⋯(229)

西瑙头⋯⋯⋯⋯⋯⋯⋯⋯⋯⋯⋯(229)

阳泽河⋯⋯⋯⋯⋯⋯⋯⋯⋯⋯⋯(23 1)

后庄⋯⋯⋯⋯⋯⋯⋯⋯⋯⋯⋯(234)

庄里⋯⋯⋯⋯⋯⋯⋯⋯⋯⋯⋯(239)

西山底⋯⋯⋯⋯⋯⋯⋯⋯⋯⋯⋯(261)

米家坪⋯⋯⋯⋯⋯⋯⋯⋯⋯⋯-(264)
曲里⋯⋯⋯⋯⋯⋯⋯⋯⋯⋯⋯(274)

安德⋯'⋯⋯⋯⋯⋯⋯⋯⋯⋯·‘J(277)

安宁⋯⋯⋯w：：⋯⋯⋯⋯⋯⋯-(277)

西周⋯⋯⋯⋯⋯·?⋯⋯⋯⋯⋯·(285)

西元瑙⋯⋯⋯⋯⋯⋯⋯⋯⋯⋯⋯(286)

任家岭⋯⋯⋯⋯⋯⋯⋯⋯⋯⋯．-。(：88)

刘家岭⋯⋯⋯⋯⋯⋯⋯⋯⋯⋯⋯(28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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