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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国家政权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人类文

明史的发展，地名在形态各异的沿革、变迁、演化、派生过

程中，愈分愈细，愈演愈繁。一个地名或形于文字，或出自

语言，或蜚声文学，或托身历史，或涉及外交，或名噪战争，

或异于民族，或源出宗教，或显于考古，或名重旅游，或踪

髓地理⋯⋯地名之中无奇不有。因地名学纵横广阔，跨涉多

门学科，故成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已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关

注。地名工作亦作为一项新的工作，在各级党，政领导下，

在前进中不断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渑池县地名简志'

的编纂工作，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在地名普查基础上，将全县地名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对灿若

群星、遍布全县的每一条地名，均作了定名，定音、定义、

．定性、标准化，规范化处理，达到地名稳定性和准确性之目

的。《渑池县地名简志》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它具有向社

会推广标准地名的功能，对各行各业指导工作起着一定的作

用，它既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又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

本志共收集各类地名2288条，分类编写，文图兼备，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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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县沿革

渑池县地处豫西丘陵山区，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文化

发祥地之一。岁月悠悠，历史久长o．

“渑池黟本是古水池名。，《水经注》日：“洛水之北，。

有熊耳山，⋯⋯山际有池，池水东南流，水侧有一池，世谓之

黾池矣。黟《禹贡》云。 “渑当作‘黾’，水虫也。城西有池，

注水即生，因名渑池。矽二说虽所指位置不同，但说明渑池

县是以池得名，亦名“彭池万，后曾名“天池"。渑池作为

一个地名，始见于战国《史记·六国年表》。周赧王三十六

年，秦昭襄王、赵惠文王会盟于西河渑池。

渑池夏，商，西周时属豫州。春秋初属北虢。公元前655

年，晋灭虢、遂入晋地。战国属韩。

秦置县，属三川郡。西汉渑池亦名彭池，属弘农郡。莽

新更名陕亭。东汉避灵帝刘宏讳，更宏农为恒农。三国魏，

渑池属恒农郡。晋属弘农郡。北魏置渑池郡，辖俱利，北

渑池，西新安三县。隋初属熊州，后废州置郡属河南郡，继

而改属宜阳郡。

’唐置谷州，后改属河南府。贞观二年更渑池名天池。五

代复渑池之名，属河南路河南府。宋属西京北路河南府。金

置韶州，辖永宁、宜阳、沔池，利津四县，属河南府。元复

-卜、巧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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