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漳县地名资料汇编

河北省临漳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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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的部署，我县于1981年6月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了建国

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经过一年的时间，对全县906条

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和考证。其间，参阅了

娟临漳县志》．《安阳县志》． 《磁州州志》、《成安县志》，

《嘉靖彰德府志》，《乾隆彰德府志》．《北周地理志》，《邺

下古迹考》， 《漳水图经》。 《中国历史地图集》，《读史

方舆纪要》和二十四史有关史籍；广泛地访问了一些熟悉本

县历史．掌故，古迹，传说的老人；挖掘搜集到古碑8块，谱

书10套。为906条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提供了依据。所

得资料，经过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理，形成了地名普查

的四项成果(“文字”概况、标注标准地名图、地名成果表．

地名卡片)。县做了审查验收，又经省，地地名办公室复验

合格。在此基础上，为使这次普查的成果更好地发挥作用。对

各条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并服务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生

活，特编纂了这本《临漳县地名资料汇编》，作为加强地名

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工具书，同时又是一份有价值的历

史资料。 ·

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将四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汇

编成册。通过广泛征求意见，集各方专业人员对文．图，表．

卡进行了审核，补充，修订，并适当增编了一些篇目。县领

导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因此，《汇编》的资料较地名普查成

果更可靠，更充实。更完善。同时，保持了四项成果的系统

性．完整性，为使用提供了方便。今后使用临漳县地名有关



资料，应以本《汇编》为准，如需更改或补充者．须按国务

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方可

有效。 ．

本书收编县标准地名示意图一幅：县，社和其它地名慨

况39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423篇；各类标准地名共906条．有

关的参考文，图分别收入概况和附录中。 《汇编》正文的编

排，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录为依托。力求图文并茂。

志录兼备，方便实用。

本书以地名普查收集的资料为主，并参考了有关历史记

载，对群众传说进行了分析、考证和必要的取舍。所引各类

数据以县统计局1980年年终统计报表为准。所有地名均为

1981年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名称。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语言简

明。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是难免的，恳望

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2

临漳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



标准地名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临漳县历史沿革一览表

隶 属 僦
朝代 帝王及年号 公 ． 元 地 区 县名称

● 省(州·郡) (治所)
(删捆州)

唐 尧 公元前2I衄 冀抑

虞 舜 公元前2140年前 冀州

夏 禹 公元前214昀-前171 1年 冀州

商 汤 公元前17“年—前I∞睥 相 蠢内

西周 武 王． 公元前1066午—前770年 卫国

春秋 齐桓公 公袖6踮猢642年 晋国 酆

魏文侯 公元前446纠396年 魏国
战国 鄞邑

周赧王四十年 (从元前274年) 赵国

秦 始 皇 公元前221年—前207年 懒 酆 郡治

西汉 高 祖 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魏郡 酆县 县治

新 王 莽 公元9午凇元25年 魏郡 郑县 县治

先武帝四年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郡治·县治
东汉 魏嚣 鄞县

建安九年 给元204年) 酆都 国都·县治
●

三国 延黼 公元2加靴元,265年 冀州 魏郡 邶县 北都·县治

司马鄞
西晋 建兴二年 公元2衢础元：317年 司州 魏郡 临漳县 郡冶·县治

后赵石虎 酆都·司州悄 公元319争峪元420年 魏郡 鄄县 国都·县治前黼傻 酆都·中州

北魏 太平真君六年 公元3嬲年—公元534年 相州 魏郡 邦县 郡治·县治

东魏 孝静帝 公元534年—公元550年 司州 魏尹 I缶{章县 国都·县治

北齐 文宣帝 公元550年—公元577年 司州 清都尹 临漳县 国都·县治

北周 公元557年—公元581年 相州 懈 县治

、k●fI|，



临漳县历史沿革一览表

隶 属
所在地

朝代 帝王及年号 公 元 地 区 县名称
省(州·郡’ (治所)

(器府国州)

隋 炀 帝 公元581年—硷元：618年 相州 魏郡 临漳县 县冶

唐 太 宗 公元618年_公元907年 相州 鄞郡 临漳县 县治

五代 公元907似元960年 天雄军 临漳县 县治

宋 神 宗 公元960年皤元,1229年 相州 酆郡 临漳县 县治

金 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彰德卫 临漳县 县治

兀 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 溯 临漳县 县治

明．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彰德府 临漳县 县治’

清 公元1644年一公元1911年 彰德府 临漳县 县治

民国 公元：1912匀I-公元1923年 河南省 河j随 临漳县 县治

河南省 安阳督察
公元1924年—公元193睥 临漳县 县治

行政第三区 专员公署

安阳
公元1937年—公元I舛4年 河南省 临漳县 县治

道尹公署

公元：1938年—硷元1948年 冀南三专署 临漳县 县治

中华人民
公元194蜩}硷元1957年 河北省 燃署 临漳县 县治

共和国

公元1958年—公元1邮啤 河|睹 愀署 磁县

公元；1961靴：元196睥 河北省 邯郸专著 临漳县 县治

公元1967年—公元l镐{)年 洲嘈 邯郸专署 临漳县 县治

邯郸行政
公元1981年—公元1孵埤 ，河北省 公 署 临漳县 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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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漳县历史沿革简述

临漳县古属冀州。商属畿内，河直甲居相即此。齐桓公

始筑邺城。有历史记载达三千七百年之久。

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初属魏，后属赵。西汉始置邺县。

东汉末曹操始建邺都。两晋时为避愍帝司马邺讳改为I临漳县，

因地临漳河而得名。后复名邺。。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均

在邺城建都。东魏时分四县之地在邺城东置临漳县。县城曾

先后在邺城外郭及今杜村集公社小庄。明初邂水患移理王村，

即今治所。明、清属彰德府。民国初属河南省河北道。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隶属河北省邯郸地区至今。



临漳县历史沿革

-禹分九州，周封列国，时代递更，有沿有革，自邑肇基

於今日．废兴变迁，隙然可瞩，作沿革以志之：

临漳县位于河北省最南部，地处华北平原。东西三十五

公里，南北二十六点五公里，总面积为七百四十四平方公里。

据记载：临漳县名始见于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改

邺县为I临漳县。县治在今邺镇。以其北有漳水而得名。。

唐尧之时属冀州。 ．

虞舜之时属冀州。大禹治水，覃怀底绩，至于衡漳。

夏(公元前21 40年——公元前1711年)，属冀州。

商(公元前1711年——公元前1066年)，相，属畿内。

《帝王纪略》云：．“河宜甲外壬之弟时嚣都有河决之害迁於相

即此。”

西周(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770年)，属卫。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属晋。 《正字

通》日：“今相州邺城，齐桓公所筑，按邺之名始此。”《管

子》，一书中有： “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2年)

筑五鹿、 (今濮阳)中牟， (今汤阴)邺、盖、 (长清)牡

丘，‘(今聊城)卫诸夏之地”。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邺邑，属魏。《史

记-滑(g凸)稽列传》载：魏文侯(公元前446年——公元前

396年)时西门豹为邺令，投巫开渠。《邺下古迹考》记载：周

赧王四十年(公元前274年)赵将廉颇攻拔之，归赵。

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邺，属邯郸郡。始

‘彩



皇并天下，以邺为邯郸郡之南境，上党郡之东境。

西汉(公元前206年——之≥元8年)，邺县，属魏郡。高

祖始置邺县，魏郡理於此。 ’

新，王莽时(公元9年——之≥元25年)，邺县，仍属魏郡。

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邺县，屉魏郡。郡治

理於邺县，汉末(公元204年——之}元220年)，袁绍逐韩馥，

自领冀州牧。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灭绍在此营建邺

都，三台，自立为魏王，加九锡以冀州十郡为封地矿

三国(公元220年——乏}元265年)，‘邺县，魏郡理于此。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即位，建立魏国，迁都洛阳，以

邺为壬业根本，号称北都。

西晋(公元265年——硷元31 7年)，邺县，属魏郡。郡

治理於此。愍帝(司马邺)时，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石勒

遣石虎陷邺而据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避愍帝讳改各

临漳，因地lI缶漳河而得名。 ．

十六国时(公元319年——之≥元420年)，邺都。邺县和

魏郡并在都下。后赵(公元319年——公元352年)。石虎帝

(公元335年)，由襄国(今邢台市)迁都於邺。邺城表饰以

砖，并大修三台和官室，在铜雀台东北新修九座华丽的宫殿

叫“九华宫”。冉魏(公元352年)，冉闵幽其主石鉴於御龙

观，废而杀之，即皇帝位，改国号日魏。史称冉魏。前燕(公

元337年——公元370年)，慕容彳隽(公元352年)杀冉闵由蓟

(今天津市蓟县)徙都于酆。秦，苻坚(公元370年)平燕以王

猛为冀州牧，镇邺。

北魏(公元386年——硷元534年)，邺县属相州魏郡。治

所均设在邺县。‘‘按道武帝置相州，取河直甲居相之义?。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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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以林虑(今林县)并入邺县。(见

嬉靖彰德府志》卷一林县条)。据此记载北魏时邺县实有邺
林二县之地。 ’

东魏(公元534年——公元550年)，国部。高欢挟孝静

帝由洛阳北迁于鄞，增筑邺南城为都。都下有邺(并荡阳·安

阳)临漳二县、属司州魏郡，州治．郡治均设在邺都。天平

初(公元534年)分邺、并内黄，斥邱，肥乡地，置临漳县，临

漳为近畿邑。
。

北齐(公元550年——公元577年)，国都。都下有邺县，

临漳县、成安县，属司州清都尹。司州牧．清都尹的治所均

在国都附近。高欢子高洋受东魏掸即位为文宣帝，都於酆，史

称北齐。

北周(公元557年——公元581年)，临漳县，邺县属相

州。建德六年(公元577年)移临漳县治于邺东二十里(今杜

村公社小庄)，酆仍在旧地，改司州为相州。外戚杨坚辅政

后，相州剌史尉迟迥不服，坚派韦孝宽击平之，并令焚毁邺

城，千年名都，化为废墟。此时将州治、尹治及居民，南迁

至四十五里安阳，到隋开皇三年旧邺县改为灵芝县，分I临漳

县地，置洹水县。
。

隋(公元581年——公元618年)，临漳县．邺县，属相

州。开皇八年(公元589年)划临漳县之地增置长乐县，大业

中邺县，临漳县并属魏郡。公元590年灵芝县复邺。大业十年

(公元614年)，始筑临漳城(今杜村公社小庄)。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临漳县、邺县属相州，

邺郡。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正月唐太宗至邺西陵，为

文祭魏太祖曹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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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公元907年——：公元960年)，临漳县，邺县，属

相天雄军，后属彰德军。

宋(公元960年——公元1229年)，临漳县．邺县，属相

州，邺郡。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废邺县为镇。邺

县地并入临漳县。

金(公元lll5年——公元1234年)，属彰德卫。

元(公元1271年——硷元1368年)，属彰德路，元末废。

明(公元1368年——乏}元1644年)，洪武元年复置，属

彰德府。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临漳县城毁于漳水。洪

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迁建于东北十八里理王村(即现

在的临漳县城)。 一7

清(公元1644年——公元191i年)，临漳县，仍属彰德府0

民国(公元1912年——硷元1948年)，民国初年隶属河
南省河北道(也称豫北道)道治在卫辉(今汲县)。民国十

三年(公元1924年)道废直属河南省。民国二十一年隶属河

南省行政第三区安阳督察专员公署。一九三七年至四五年日

。伪时期，隶属河南省安阳道尹公署。同时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

日成立l临漳县抗日政府，隶属冀南三专署。

一九四五年解放，仍属冀南三专署，称临漳县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1949年)成立后隶属河北省邯郸

专署(今行署)，一九五五年改称临漳县人民委员会。一九

五八年并磁县，一九六—年恢复临漳县原建制。一九六七年

改称临漳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一年复称临漳县人民政府。

一九四五年县下设九个区(漳河以南三个区，还被敌人

占据)，一九四七年漳河南三个区分属平原省漳南县和邺县，

一九四九年复归临漳县。一九五O年改设六个区，一九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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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改设七个区

年春撤区并乡，

成二十三个公社

撤又复设五个区

直属。

：}o’|I‘’Ln¨．_¨II-L-v-|●r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