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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衡水市地名志》是以1981年至1982年原衡水县地名菩

查的成果为基础，并根据由县转市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

的重大历史变迁事实，撰拟，修订，补充而成的。

1981年5月，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

指示，衡水市的前身衡水县开始进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

名普查。县政府组成了以胡凤翔同志为首的地名普查领导小

组，韩忠友、i至壅感l，张思昌同志任地名办公室正，副主

任，负责具体组织，指导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人员还有李

云超、耿宝元，王占兴，谭伍全，刘国庆、蒋惠廉，武喜

书、佟晓玲、梁忠致，刘广忠、刘书行，王石刖，孙彦芬

李功等37名同志。地名领导小组及工作人员在各公社帮助

下，历时～年，完成了文、表、图，卡四项成果。《衡水市

地名志》正是以这些成果为主要依据的。

．衡水由县改市以后，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地名资料的

整理研究工作。1983年底决定以市民政局为主管，由栾建

英，张思昌同志负责继续完成《地名志》的编辑工作，在原地

名普查基础上又做了五个方面的补正工作t

一，对原地名普查成果重新进行了审查、修订。对其中

近一百个自然村庄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再次考正。增写了46个

居民委员会的文字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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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建市后的最新资料，对原来的公社概况，县概况

重新编写，并补写了三个新建乡、市区三个办事处以及衡水

中学，市第一医院，市烈士陵园的概况。

三、增写了十篇与地名有关的历史人物，风物的文章。

四、编写了《衡水市历史沿革》、《衡水市村民源考述

要》两篇历史研究文章。
‘

五，重绘了《衡水市标准地名图》和《衡水市区街道

图》，并附了部分照片，以增强阅读效果。

本书可供党政机关、学术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参考

使用，也可供社会各阶层人士阅读；本书还可为地名学研

究，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提供可靠的参考，使地名工

作更好地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服务。

本书编排顺序除目录所列外，行政单位以政府驻地为

先，其余一般均按地理座标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列。

本资料所引用的经济数字，一般截到1984年底；所载×

×处至市，乡政府距离，均以政府实际位置为准，按直线而
．L
口。

本书是群众智慧的结晶。谨对几年来先后对《衡水市地

名志》的问世做出过各种贡献的村、乡、市直的各界同志表

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种种原因，本书中的内容有不准确、不全面甚至不

正确的地方，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备利用适当时机和

方式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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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历史沿革

衡水市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的平原上，

乃古代用兵之地。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县，以其

境漳水、滹沱、滏阳竞相为虐，洪水横流，故名之日

。衡水’(。衡。即。横。)。今之地域，东西44．3公里，

南北28公里，面积591．58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1．4平方公里·

考衡水市地，夏、商、周均属冀州。战国时为赵地。秦归巨

鹿郡。西汉高祖时属信都国之桃县(景帝改信都国为广川国，

宣帝甘露三年复称信都国)。新莽年间名桓分，属安平国。东汉
明帝改属乐成国，安帝延光元年改置安平国(治今之冀县)，

统信都、下博、武邑等十数县；晋因之，后又改置长乐国(治今

。之冀县)。南北朝时，后魏复以冀州治信都。隋开皇十六年分信

都、下博、武邑三县地置衡水县，属信都郡(治于冀县)。唐属

箕州，宋、金因之。元属深州，明因之。清初属正定府，雍

正二年(公元1724年)划归冀州。民国初属直隶大名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置衡水专区，治于衡水

县城。1952年至1962年曾改属石家庄专区，1962年复置衡水

专区。1958年冀县、枣强、武邑、衡水四县合并，统称衡水

县，治衡水县城。1961年，1962年冀，枣，武相继分出，恢

复了原衡水县建制。1982年1月衡水镇公社从衡水县分出，

独立建地辖衡水市；1983年10月，衡水县与衡水市合并，称

衡水市，属河北省衡水地区行政公署管辖。

一九八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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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概况

衡水市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东南偏北119公里处。

，西部与深县为邻，南界与冀县、枣强两县毗连，东

东北面同武邑县接壤。总面积591．58平方公里，人口

9万，其中农业人口20．13万，非农业人口7．86万，除回

6人，满族80人，余为汉族。辖三个办事处，1b个乡，

354个行政村、362个自然村(街)和46个居民委员会。

内有33条主要街(路)。市人民政府座落在河两人民路

中华大街之西(东径115。40’，北纬37。44’)。衡水地

政公署驻河西新华路东段北侧。

据《衡水县志》记载：衡水市地。汉为桃县，属信都

；新莽年间。名桓分，属安平国。； 。隋初为信都、下

武邑三县地，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始置衡水县。’

义。取诸漳水横流，故名”。后虽政属迭变，而县名依

抗日战争中，自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政

1945年12月16日县城解放，县人民政府进驻衡水镇。19

11月冀县、枣强、武邑、衡水四县合并，统称衡水县；

年5月、1962年1月冀县、枣强，武邑三县先后分出，

了原衡水县建制；1982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准衡水县所

水镇从衡水县分出，改建地辖市，．同年5月25日开始办

1983年3月3日，国务院决定撤销衡水县，将县辖区域

衡水市，同年10月28日衡水市与衡水县合并，称衡水

仍属衡水地区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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