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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重新编篡的《杭州市地名志》终于国世了。在此，感谢所有支持和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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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地名是…种社会现象，也是 A种文化现象:是人们社会活功交往的工具，也是珍贵的文化

宝藏。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沿革、变迁Iji衷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密切相关，可某一民族、

某一地区及某一历史阶段的特征、物产、经济、历史史实(事件或人物)、生存班回、历史变迁及

宋教信仰等紧密相连，般人们在创造文明的历史过程中留下的成白老、成新近的一个个足印。

对·座城市来说，地名既是文化符号，也是历史记忆。杭州市作为中间七大占都之一、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地名的变迁与城市发展如影随形，须央不可分。从成

陆之前的 A片i戈海湾发展成今天的大都市，从"余杭"、"钱庸"(钱塘)到"杭州1" ，每个历史阶段

的地名者r~w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印记。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伴随着杭州新城区的不断拓

展与老城区的有机更新，大量新地名应运闹生，一 A些老地名渐行惭远。对杭州地名进行全面研

究、仔细梳理，并编辑成册，是保留城市记忆、椎动城市发展不可成缺的重要)坏。

这次重新编篡的《杭州市地名志~，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史实，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杭州地

名的兴衰、更迭及其沿革，并以地名为线索，深入挖掘隐藏在地名背后的文化意蕴，勾勒出杭州

这座城市各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折射出几千年来杭州人文事象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轨迹，为杭州

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叫本资料书，为企事业单位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地名工具书，为研究

挖掘杭州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丽宝贵的资掘。我乐为之序。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看作哨
2012 年 9 月



序

九岳本(265 万字)的《杭州市地名志》已经成摘，行将公开问世。我年已九旬，体力虽衰而

杂务冗繁，所以对于不少文字上的事务，现在已经很少经于。不过《杭州市地名志》却与众不

同，因为此志的第一部是由我于 20 多年前主编的，所以对这第二部志书，当然感情弥部，还是

从头到犀地读了一诵。由于各卷的执笔者不同，学术水平互有差异，所以各卷之间显然有所轩

1fl主编者能够把这些卷篇着意加工，合成一体，虽然必经辛劳，但也差强人意。而特别是

由于我曾经主编过第一部同名志书的人，更感到成书之不易，所以不胜钦佩。

眼下，凡是 t了 d定年纪的人，都能回忆到自从 1966 年我国最高领导亲自发动和主持的这

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以后《人民日报》两位主任编辑马立诚、凌志平所著的《交锋》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出版)一书中引用叶剑英的话文化大革命，死 r两千万人，整了一亿

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当然是在动乱刚刚缓解，统计还不完整全面时的、显然偏低

的估算。{同事实是，化的已经死了，整的也己侄整了，琅费的也已经浪费了，这些都是无法弥补

的。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巾，有一件事，却是必须在"大革命"缝解以后，立即进行处

理的。 这是什么?就是在"大革命"中胡乱篡改的地名。，.兀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高领导于

1966 年在所谓"五一六"号令中开始发动的。当时，在全国大呼大叫的口号就是"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所谓"破四旧"。而我国地图上的地名，竟也被列入"四旧"之中，也属于 10 年灾难中的受

害对象。

中国是个有 50∞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占国，各地的地名，都是在这漫长的时代中形成的 ， V午

多地名，都是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文化意义的。由于长期来的沿袭运用，地名的精神和人民对

地名的感情已经融为一体。所以从地名学的原理来说，地名是应 i亥保持稳定，不容随意篡改

的。 ~lí然，历史的教训我们也值得切记。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昏暴人物，以d意胡乱篡改地名

的，此人就是因汉末年的王莽(前 45-23)0 {他也/斗牙不I斗干不1干韦f'怀二斗;仪阔 J心L心、所欲'胡乱篡改地名，耐且在才全兰国?市应回

内，把内从秦代建立的君栩郁ß县制度巾，历来地名中的最2童主要一级"县

篡改O 全国竟有 360 个"县都被取消了"县"这个通名，而篡改为"亭"。例如今浙江省境内

代所建的战唐县(从唐代扭囚县名与国号相同庸"改为"塘") ，就被废弃"县"字，而改为"泉

卒"。此外，在今杭州市辖区内余暨"(今萧Jlj)改为"余衍余杭"改为"进盹富春"改为

"诛岁"。当然，除了胡乱篡改地名外，他还有许多乖庆人性的、只能名之七["王莽思想"的暴行。

他的这种背肉人性义背离)j惯的行为，必然不能为人民所接受。兀非因为他大权在握，大家是

敢恋而不敢言 IfrT己。而结果他在篡改地名又篡夺帝11l.后的更始元年 (23)为起义的人民所杀。

而被这种不得人心的"王作思想"所篡改的许多地名，也就随即拨乱反正。

由于吃及剧名，所以我在此序中，首先从地名学理论中议论地名的稳定性。臼从王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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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国地名在"专名"上是基本稳定的，至于"通名"(每个地名由"专名"和"通名"组成:例如

"杭州杭"是"专名叩川"是"通名如"富阳县富阳"是"专名县"是"通名")。由于改

朝换代或其他原因，历来曾经有过一些改功，如"州"、"郡"、"路"、"府"之类。但作为专名

的"县却是基本稳定的。

自从王莽以后，我国地名的又…次大事篡改，就在 20 世纪的 1966 年所谓"五一六"号令以

后的"破四旧"期间。而且胡乱篡改的程度，较之王莽时代尤甚。因为当年五莽篡改的地名，在

文宇上并不涉及庸俗粗鄙，而 10 年灾难时期篡改的地名，其中有不少庸俗粗鄙不堪人目的(例

如杭州的"羊坝头"改成"硬骨头 )。所以在灾难援解以后，中央首先必须立刻解决的，就

是这许多遍士也根藉的地名，因此随即于 1977 年 7 月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各省、自泊区、直辖

市，下至各地县(市区) ，也相应建立了地名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国务院接着于 1979

发布了《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目

的，无疑就要把这许多在大乱年代胡乱篡改、遍地沁峭的地名改变过来。地名是地理的标志，

a个国家到处都是这样让人望而掩目的地名，当然不成体统，所以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布文件，

因为这确是→件 10 年灾难以后不容梢蟹的急务。

浙江省当然按中央指示，由十几位委员建立了浙江省地名委员会。委员们基本仁都由厅

局长兼任。{且领导层中有一位于世祥先生，他认为地名既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但也是一种学

问，所以省地名委员会中必须有一位学者参加其间。他们进选的结果，我这个教师竟以学者身

份成为省地名委员。为此，我也与这哩厅局长委员经常开会讨论。他们都是有职在身，本单位

的业务工作是相当繁忙的，但是由于事关中央的指示，每次开会，都是全体参与，并且认真讨

论。当时，国家地名委员会责成我们的工作，酋先是进行全面的地名普菇。所谓"普查究其

实际，就是要把各地在"文化大革命"rp篡改得不成体统的地名更改过来。从当时的情况评估，

这个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何况省地名委员会还得指导省内各市、县都遵照中央精神进行这项

迫不及待的工作。

杭州是省会，我们在这里建立的办事机构即杭州市地名办公室是得力和称职的。对于中

央规定的普查工作以及《地名录》和《地名志》的编攀，都可以得心应手。为了照顾全局，省础名

委员会就选定绍兴作为试点市、县，我们在那里从事了要省内各市、县都派员参加的试点工作，

省地名委员会委员中也有好几位常驻在那里进行指导。我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改变，从多年

来的"闭关锁国一旦转变为"改革开放"。为此，学校介于我在语言上的方便，要我管理许多

外事工作，并且为我设置了一间接恃外宾的专用办公室。到我这|时办公室来的多是外国学术

界人士，并且还有不少熟谙中国地理的汉学家，谈论中常常涉及剧名。这让我更体会到地名的

O 为此，我也尽可能挤出时间，到作为试点的绍兴去了两次，以我当时与外国学术界人士

接触的实际情况，要参与试点的市、县从速做好地名普查工作，千万不要把那些胡乱篡改的地

名与来访的外国学者见丽。前丽已经提及，按国家规定，每个市、县在地名普查工作完成以后，

必须编制《地名录》和修寨。也名志》。前者是‘种经过普查的地名资料，内容主要就是这个市、

县及其辖属全部境域的所有地名。如普查不够全丽细致，还有…略必须重新斟酌的地名，则只

要查阅《地名二是~，就可以再作修订。至于《地名志扎实在是一部以地名为纲的大型志书。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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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包罗整个市县的地名，并且还要结合地名，记叙市、县的自然和人文概况，所以必然需要较

大的篇幅。情况和我国传统的地方志类似。

当时，以浙江省而言(全国其实都是如此) ，经过 10 年灾难，地名的颠倒混乱，情况确实是

相当严重的。省地名委员会初步搜罗各市、县地名在"破四旧"中受到的损害稍作涉猎，立刻感

到中央在这场大难缓解以后，随即就着手整理地名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按照我们初步的了

解，省内各市、县兼及市、县下辖地区，在这 10 年之中胡乱篡改的地名，其中有两类必领立即加

以处理:第一类是篡改的地名庸俗粗鄙，不堪入目。前面巳经略举其例，这里不必赘述。

类是各市、县及其下辖地区，出现大量的地名问名现象。这显然是篡改者在"大革命"的形势 F

的有意炒作。当时，各市、县街区与下辖地区，地名称为"东方红"的，真是不计其数。

本来，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国家果，以文雅的词汇作为地名是众所共恩的事，

所以历史上不问地区的地名同名现象并不足怪。譬如，浙江省有仙居县，而历史上在今河南省

也有仙居县;浙江省有湖州，而历史上在今云南省也有湖州;浙江省有平阳县，而历史上在今山

西、陕西两省也都有平阳县。这种地名的相同，出于各地人民对历史文化的崇奉，例子还有不

少，绝非特殊现象。但在 10 年灾难中，由于个人迷信的思想，全国各地包括许多市、县及其辖

区，一夜之间，把大量原米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文化意义的地名，统统改成"东方红"。就近举个

例子，如原来属于绍兴地区萧山县而现已划归杭州市的萧山区四兴慎，这个历史悠久而地理位

置重要(在钱江大桥造成以前，长期是钱江南北的重要搜口)的集慎，镇名居然也改成了"东方

红"。有一位驾驶员向地名委员反映，他驾车整日，途经三个县境，却一直在"东方红"的境界之

内。这是因为虽县境不同，但各县的公社也好，大队也好，原名都被撤废，于是到处都是"东方

红公社"、"东方红火队"。当然，这略情况，省地名委员会在绍兴试点时就已经发现，我们在经

过仔细的根查和认真的讨论以后，原则上就是恢复"破四旧"以前的原来地名东方红"当然一

律作废。

现在言归正传，回到《杭州市地名志》的本题上来。我虽然主编了第 A部《杭州市地名志))，

但与当前的这一部相比，实在感到相当惭愧。在整个地名工作的后期，我没有如同前期…样地

潜心于这项工作。我不想牵涉客观原因，因为当时我在杭州大学的外事工作确实大量增加。

经过我们国家批准的外籍进修教师，又陆续来到我的研究案。特别是从 1982 年起，北美和南美

的不少大学，都专函邀请我到那边讲学，足迹届到南美巴西。所以对那部《地名志》的编薯，我

虽然领名主编，并且在卷首写了《前言))，但实际上是依靠了杭州市地名办公室中很有才华的几

位朋友的鼎助才得以完成的。而且也正是由于我当年频频出国的关系，使此书的出版时间…

直拖到 1989 年，在省内各市、县的地名志中，已经算是很晚的了。

现在，新编的第二部《杭州市地名志》即将 frlJ世 O 与拙编的前志相比，篇幅当然大有扩展，

而在在l恢编排的合理、内容记叙的丰富等方面，都比前志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显然是一部地名

志中的佳志，是各市、县值得仿效的。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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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杭州市地名志》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照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严格遵循存真求实的志书编篡原则。

一、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含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拱墅

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

三、记述按事分类，举设全m综述，行政区划，道路、住宅区.、区片， LlJ水，人工建筑，名胜古

迹，专业部门地名，历史地名，地名艺文共九卷。卷前序言，后置索引，供读者检索地名。

四、体裁采用文、图、表、;禄、照片等，文图结合，以文为主。文主要以条目粹文表述，对每个

标准地名阐明标准书写形式，准确的汉语拼音，蛐理位置，行政归属，地名的由来、含义、演变以

没有关自然、人文环境的历史和现状信息。古地名说明其地域1点围，并加注今名。

五、仁限时间不定，力求 t溯地名的发端，下限截至 2010 年，个别条目内容适当延伸。按照

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反映 20 肚纪 80 年代第一轮《杭州市地名志》以后的现状。

六、使用文字、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计量单位均执行国家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的计量单位，沿用当时名称记载。

、方位距离采用直线距离，以各级政府或村驻地为起记点。

八、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中罔历史朝代年号，并括注相应的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九、文回中的行政区划界线，不作圳界依据。

|\本志引用原文，均加寻|号。原文映漏、i化误，不予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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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省政府 食 市界线

市政府 食

区界线

区政府 食

乡('f:~O 政府、街道办事处
街道界线

行政村 汽车站 @ 

社区居委会
字、、，仪L). . 

@ 

自然村

高速公路及编号、服务区 医院 。
:&B:;机场:高;速耳

I~I;: I 道及编号 ~G320 

博 物馆 世

省道及编号 =SI02= 

111 峰
铁路及车站 ·叫‘ 同-

一级道路 纪念碑

二级道路 二一…

十ff笨1 

级道路

V4 级道路 其他景点

立交桥及桥名
-量""""""' .... 啕~与-

同湖十景 平湖秋月

河流、湖泊、单线河、桥梁 \l 

同湖新十景 宝石流霞

公园绿地

运动场 - 一:评西湖十景 三台云水

水 |刽界线斗、竹划界 1在 11'; ，从而1: t也.f1j!比|附资料 111 i1Ji iT fl' iYW ~~ ' .j l tl!,Jll' f ， 'j.弘 )"j 捉供 址Ji iiW 1也|刽 'di (2 011 )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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