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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县是一个新建的县份，但也是一个渊源古老的县份o《山海经·

海内南经》：“瓯居海中"，就是这个县名的根据。晋郭璞注：“今临海

永宁县，即东瓯，在歧海中也"o、．清郝懿行案：“《周书·王会篇》云，

欧人(驿案，瓯、欧、沤，古字均通)蝉蛇。孔晁注云，东越欧人也。又云，

且瓯文蜃。注云，且瓯在越。"从上述《山海经》原文和各家注释来看，
一 这片在古代称为“瓯"或“且瓯"的地方，当时还是许多海上岛屿，其地

。则是古代越的一部分。《山海经》是先秦著作，今浙江省境在先秦均是

越地，所以至今遗留于省内的越语地名为数不少。但是从县名来说，

至今沿用而见之于先秦文献的，已只有《山海经》的瓯海和《越绝书》

(《越绝书》是东汉人整理的先秦文献)的余杭和诸暨等几处了。所以瓯

海县从全省来说，是一个渊源古老的县份，这是它所值得自豪的。一i

瓯海县不仅渊源古老，它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方面，

都显得非常复杂多样，为这个县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县境以内拥有各种地貌类型和自然景观，西部是

二片较高的山地，最高的山峰超过海拔千米。从上戍、藤桥，南雅、

瞿溪、老竹一线以东，则是一片冲积平原o“瓯居海中’’，这一带在古代

就是一片浅海，从现在梧埏，三蛘一带的水乡泽国来看，可以想象在历

史年代中沧海桑田的变迁。舜岙、茶山一线以东，又崛起了一片沿海丘

陵，海拔数十米到数百米的丘阜连绵不断，在古代，这些当然都是罗

列在海中的岛屿，正象现在的灵昆岛一样，就是《山海经》所记载的海

中的瓯地。这一带丘陵之下，即今永中、永昌，三甲一线以东，则是．

一片近代淤涨的海涂，也已垦殖成为农田。《山海经》记载的“瓯’’，范’

围当然更此现在的瓯海县大得多，但瓯海县的自然地理环境，却代表

着古代瓯地的缩影o
“

在劳动人民长期来的利用和改造过程中，瓯海县的不同自然地理

环境，为人民提供了发展生产的基础和提高生活的源泉。这里有茂林

修竹，资源丰富的山区，有橙黄桔绿，茶园弥望的丘陵，有河湖纷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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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米之乡的平原，有水族繁衍，蛤美鱼鲜的海涂和海洋，还有屋宇栉

比，工商繁荣的集镇。在历代劳动人民胼手胝足的辛勤经营之下，人

文地理环境也显得丰富多采。瓯海县，自然优越，人文鼎盛，这就是

全县五十万人民的美好家乡o

’按照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

环境，往往通过地方志的修纂而流传下来。东瓯地区，历史悠久，人

文发达，所以历代以来，|已经修纂了大量地方志。这中问以“瓯"为名的

地方志为数也颇不少，如元章嘉的《东瓯志》，明陈挺的《东瓯乡贤传》，

清黄汉的《瓯乘补》二十卷，洪守一的《瓯乘拾遗》二卷，侠名的《东瓯

志余》三卷，劳大与的《瓯江逸志》一卷，孙锵鸣的《东瓯大事记》六卷

等，不胜枚举，以“瓯海"为名的地方志，则有清孙衣言的《瓯海轶闻》
四十四卷。上述志乘，它们或存或体，其记载范围大体上均包括明、

清温州府境域。由于瓯海县是一个新建县份，所以还没有一种志乘以

目前的县境为记载对象。现在，《瓯海县地名志》作为一部专志，首先

为这个新建的县份，提供了详细的记载。对于瓯海县来说，这确是历

史上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

《瓯海县地名志》体例严谨，文字畅达，资料详细，内容完备，而

且地图与照片丰富，继承了我国地方志图文并茂的传统。这部专志的

问世，不仅有裨于瓯海县的地名管理和地名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各党

政机关’‘一文化团体等，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预期，瓯海县

的这部最新志乘，在全县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

用。 一

‘‘

? ．． 陈 桥驿 ‘．‘，’。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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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团结，经济建设和

人民生活，同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

公安、民政、城乡建设和旅游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着密切的关系o。出

版《瓯海县地名志》，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全县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管

理，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o

《瓯海县地名志》，是运用地名普查成果和沿海海域地名普查成

果，经过反复考证、复查、充实、审核而编纂成书的。它是一部收录

条目较多，，内容比较丰富、资料比较翔实的法定性地名典籍和工具

书。书中收录的各种地名，都已经过标准化处理，力求书写规范，注

音准确，并尽可能注述其由来、含义、演变、行政归属、地理和人文
概况等要素o 。

本书分为全县综述、行政区戈1j和居民地、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

筑物、名胜古迹、交通线路和站埠、企事业单位及场社台哨、附录[历

史人物、革命烈士、革命根据地乡(镇)村名录、名特产]、地名工作文

件选编、地名索引等部分。全书共收各类地名2748条，文字45万字，地

图41幅，照片76帧o

《瓯海县地名志》的出版，对于了解瓯海县的历史沿革，地理特

征、经济状况、资源分布、文化风貌，以及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爱乡

教育等，将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将为各方面使用瓯海县的地名，开

展地名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依据和方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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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收入本志的地名)均系现行标准名称，具有法定性，使用时必须以此

耄 为准，不得随意更改、易字或简化。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

； 办理审批手续，方能生效。地名来历，含义及演变过程，均不作调处纠纷的法律
； 依据。 ，‘ ’。’ 一

‘。

’

， 。 5

j ’二，本志所收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除镇及镇、乡驻地外，均按地理位置由
；- 北而南，自西至东排列；同一个镇、乡，先镇．．乡政府驻地，后居民区0街巷：

；． 村，同一村，先村民委员会驻地，后其他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山群由西

i： 至东排列，同一山群，先主峰(主山)，后由近及远排列其他山及山峰，河流以永

} 系为归依，由西而东排列，同一水系的支流，先上游后下游。交通线路及站，埠，

{ 由西至东，先起点后终点。其他名称，按同类集中，依政区顺序编排。

；． 三’'为避免文字冗长、．重复，本志所列各村的名称沿革，均以镇、乡为单位，

l 、列表说明，条目释文中不予赘述。凡名称来历、含义尚无史籍或确切传说可考

} 的，在释文中均从略。
一

l 四，本志释文中之“乡(镇)人民政府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一，均分

i 别简称为“乡(镇)政府’’、“村委会"、“居委会’’。

薹 五、本志所列村名，其右侧有“膏"号者，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老根

薹 据地村I有“#拶号者，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老根据地村。

} 六、本志地图的政区分界线，系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1年

l 版l：5万地形图和浙江省测绘局1979年编绘的《温州市地图》绘制，不作划界依据。

； 七、文中所说明的两地距离，均为按地图比例尺换算的水平直线距离。

； 八、本志使用的各种数字，除另有说明者外，县、区概况及乡，镇释文均用
?j 县统计B／1987年度统计年报数字，自然村的户数及人口数均为参考数字I统计年

i 报没有的，均采用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数字。本志正文所收录的资材，均截至

1 1987年底止。1988年间行政建制变更及其他有关重要资料均在适当处加注补充。
； 九．．本志所录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i 国家测绘总局1984年123 25日发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
? 部分)》拼写。

；． 十、本志所录地名的方言用字，均为较长历史时期内当地所沿用。有的音义

与原来有异，如埏，音田(t16n)，寓田地之意；坦，音但(dan)，个别

_t6n修，指空旷地，浃，音夹(J16)，指不大畅通的小河。有的为生僻字，如

(dang)，指小水洼或小水塘。个别为地方俗字，辞书无考，如蜂，音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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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山垄或地面呈条状隆起部分。

十一，本志“自然地理实体"部分的“岭黟，系指翻越山口或沿山腰和山脊而辟

的山路。
!

十二、本志在编纂中，收集了部分历史名人，革命烈士、革命根据地及

名，特产方面的资料，将其附录入书，供各方面参考使用。 ．

，

十三，为便于地名资料的查找利用，本志分别依地名首字笔划和汉语拼音音

序，编列索引附后o ，

十四、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地名资料的汇集出

版权属地名机构(行政区划名称可由民政部门出版单行本)，任何单位不得擅自翻

印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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