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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地面上指示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代号，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地名不仅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且

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貌，还往往与许多重

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革命活动相关联，成为沟通人们交往、工

作、学习和科研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因此，考证查清古今地名的源

流、变迁和含义，对地名的读音和书写形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在此

基础上对地名的全面情况予以记载和反映，这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

权，进行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交往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这也是

整理和继承祖国悠久历史文化遗产，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启迪人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振奋革命精神建设四化的一项

很重要的工作。

为全面记载梁山县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为各级行政管理机关和经

济，外事、公安，交通、邮电．．，文教、出版、新闻、测绘等部门提供

必备的地名工具典籍，向社会综合提供全部地名普查成果和大量法定

标准地名，我们在地名普查和地名标准化的基础上，编纂了《桑山县

地名志》o．
。

?‘j ，。

《梁山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以地名为中心的、地

理，历史典籍。它集中地记载了梁山县行政区划，居民点，自然地

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等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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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方位，地形概貌，．行政归属，自然经济．．社会概况等，并插有现

势地名图，历史沿革图、彩色，黑臼照片等，还附有部分《水浒》地

名的简略考证。全书共收录地名2，265条，，概况．考证文字材料35篇，

地图l o幅，照片1 03张，共计三十余万字。‘本书收录完备，内容翔实，

条日清晰，释文简要，图文并茂，查检方便，文字通俗易懂，并有直

观形象，一览醒目的特点。

本地名志的编纂，除了根据文献记载外，还本着对历史负责、对

人民负责的精神，深入群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征求了各界人

士的意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占有的大量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不

墨守旧说，也不率意更改，穿凿附会，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凡涉及与

地名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除已有明确定论者外，一般只记述

事实，不予评论，不加褒贬。在编写中注意了政治性，政策性，力求

符合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政策，务求做到立说有据，沿革脉络清楚，

引证确凿；尽量采用新观点，新材料，突出重点、特点，使之在地名

普查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条目和篇目相结合。条目释文按标准名

称，汉语拼音、地理方位，辖属关系、历史情况和现状情况等，分别

作简明交待，篇目材料系重要地名的概况材料和专题考证材料，均作

详细的介绍。本地名志避免了地名上存在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乱

改乱口L{的混乱现象，志中所录均系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稳定性。

数据统计统一截止到一九八二年，采用了最新数字，具有较高的参考

使用价值。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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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是在省．地领导的关怀下，县政府的领导和上级业务部门的

指导下，由县地名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具体负责编纂的。一年

来，由于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众多老干部、专业工作者、社会

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以及地名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使本志得以较

快成书，并大大提高了本地名志的质量。
7‘一

梁山县所辖区域，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但作为独立的县级行

政区划，建制形成较晚。除浩瀚的历史文献不能尽阋’外，本县又无

系统的地方史志资料可据，再加之我们水平所限，‘讹误和遗漏之处

在所难免，在编排上也未尽适当。恳请广大读者指正o 、

， ，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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