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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不同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产物，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编辑出

版地名志，对于巩固、推广使用标准化和规范化地名，对于政治、经

济．科学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并将起着。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

《常山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依照

《浙江省县“地名志’’编辑纲要》的有关规定，在中共常山县委、常

山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于1984年10月开始、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

基础，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深入复查、核实，修改、补充，并查阅了《水经

注》，《元和郡县志》、《浙江通志》，《重修浙江通志》，《浙志便览》，《浙江

新志》、《中国历史地图集》、《浙江地理简志》、《衢州府志》、《常山县志》

及宗谱等大量书籍资料，力求翔实，准确可靠，四易其稿，于今年二月

编纂成书。经县政府批准，予以出版。

全《志》分为九卷，共60余万字，32幅地图，41帧照片，收入全

县各类地名2673条(其中政区地名368条，聚落地名1527条，单位地名

89条，名胜古迹19条，人工建筑323条，自然地理实体地名347条)，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县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

的状况，阐明了现行标准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标准读音和地名的方

位、距离、由来、含义及其行政归属。它是常山县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

最系统的地名典籍，是一部服务于当今，传之后代的专业．}生搏方专书，

}



是各行各业必备的工具书，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由于编纂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工作量

大，又缺乏必要的历史资料，～加上我们人员少，经验不足，水平有限，

缺点、错误定然不少，为此：+我们热切地期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常山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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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修纂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已经修纂了为数可观的省志和

{ 州、郡，府、县志等通志，而且也修纂了许多山志、水志、书院志、寺庙志、游览志等专志。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的宝贵文化财富。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这种优秀文化传统，在最近半个世纪中遭到了中断，这当然是十

分不幸的。令人精神振奋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修纂地方志的工作，

也开始得到了重视。各地纷纷建立机构，进行修纂的准备工作。盛世修志，正是说明了我们

国家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气象。

在这次修纂地方志的高潮中，首先问世的是地名志。地名志在地方志的修纂中属于专志

的一种，并且是历来专志中所未见的。因此，它是我国地方志修纂历史上的一种新生事物，

是值得加以重视的。

我国历史上素来有研究地名的传统。((谷梁》僖二十八所谓“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就是

我国提出的最早的地方命名原则之二。《汉书·地理志》开始解释地名，成为我国地名学研究

的嚆矢。从此以后，研究地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为我国的地名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所

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修纂地名志的历史基础。当然，今天我们修纂的地名志，除了总结古
；

人在地名学研究上的成果，进一步发展地名学的理论外，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
、

地名志不仅是我们整理地名的记录，同时也是我们管理地名的依据。一县的地名志，实际上

就是一县地名的最简要的历史档案，它不但总结过去，让人民了解当地地名的沿革变迁，并

且更指导未来，为今后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等工作提供依据。

常山在浙江省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份。它建县于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

i 始称定阳县，至唐咸亨五年(公元674年)，改名常山。从此以后，建置和县名一直稳定少变。

悠久而稳定的县的建置，为常山县的县志修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早在((文渊阁书目》卷二

十新志类中，就已经有了《常山县志》的著录，说明在明朝初期，常山已经修纂了县志。此

后，在明成化三年(1467年)和万历十三年(1586年)，常山都曾修纂过县志，并且都曾经付

刊。至于清代修纂的县志，为数远远超过明代，顺治十七年(1660年)补刊明万历本，目前

尚有少数刊本流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修纂未千Ⅱ，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有钞本，雍

正元年(1723年)和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两度修纂县志，至今刊本流传尚多，并且收入
·。 于台湾省影印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至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修纂数达七十卷的县志，是

常山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县志，目前国内外各图书馆收藏甚多，说明流传很广。诸如上

述，都是常山县历史上方志修纂的杰出成就。当然，所有上述志书，都是常山县的通志。在

常山县方志修纂的历史中，至今尚未发现过任何一种专志，这或许是美中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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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山县地名志》已经修纂完成，即将排印问世。这是常山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

志，是常山县修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庆贺的。通志与专志，本来是相辅相成的。在

长期来通志修纂的基础上， ((常山县地名志))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常山有史以来第一部专志，

而专志之出，势必反过来促进通志的修纂，并且提高通志的质量。因此，《常山县地名志》的

问世，其意义绝不局限于地名学和地名工作在常山县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常山

地方志修纂事业的复兴。自从光绪十二年以来，常山县的地方志修纂工作已经中断了足足一

个世纪，现在，《常山县地名志》成为这种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先锋。可以预料，常山县的修志

事业将从此兴旺起来，更多更好的通志和专志，也将相继问世。

陈桥驿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杭州大学

¨瑟转戤溪●，妇舔；

彰囊?o承丞忡；。趣；，，，；；参；蓦澧篝；爨毓，势豁翻¨列铡删翻潮翻鄹翻翻删嘲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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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入本志的地名均经县政府审批，各部门，各单位使用地名时，必须以此标准地名

为准，不能代字或随意变更。今后如需要命名或有特殊原因需要更名时，须按1986年1月23

日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方能生效。

二，本志体裁为纪传体，以文为主，图表为辅，适当配以照片和图片t

三，本志收集的资料，除有专门说明者外，均截止1985年年底，所涉及的数据，除户数、

人口按地名普查统计数，山地面积来源于县林业局及少数注有年限者外，均为县统计局1985

年年末统计数，并采用法定的计量单位。

四，本志的地名条目编排顺序。区，镇，乡，村均按地图由北向南，从西到东编排，具

体内容先驻地，再行政村(居民区)，后自然村(街巷)。其它地名分类立卷，集中蝙排·

五、本志地名方位按两级定位。所列地名的相距公里，除公路、河流按曲线计算距离外，

其它均指直线距离。

六。本志参考和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清光绪十二年纂修的《常山县志》，文中简称《常

山县志》，其它都注名史籍名称。对难以定论的问题，采取诸论(说)并存，或以一论(说)

为主，兼收他说。

七、本志地名条目的汉语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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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拼写。 ．

八、本志所标海拔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

九、本志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则界线，未经实测，只作参考，不作为戈ll界依据·

十，本志印刷字体，开卷卷次用．三号黑体，卷目标题用一号宋体，卷目说明文字用四号

仿宋体，地名条目用五号黑体，概述用五号正体，：释文用五号宋体，注用新五号体t

十一、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其所辖区域称行政村，以通名“村"表示，并加方括号，

以区别于自然村。

十二，为便于查阅地名，先列区，镇，乡，村等行政区划地名首字笔画索弓l(之一)，

再歹11聚落地名及其它地名笔画索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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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全县的新吕乡辅辂“油茶王”

浙江省常山油条研究所

天然油库——县油茶林地之一的久泰矫林区



县林场黄冈杉木基地

毛良坞乡山枣坑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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