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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孝
刖 青

《闽侯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在基本完

成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收集行政体制改革后最新资料编纂的，目的是

为各部门提供地名资料。

地名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活，其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

很强。

我县地名普查是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的。我们遵循上级指示，按

照地名规范化、标准化的原则，在保持地名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全县四

镇、十一乡、六个农林场在“文革”中更改的地名、历史演变过程出现

的重名，以及原有地形图上错标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做到城区街

巷不重名，市内乡(镇)不重名，县内村委会(居委会)不重名，乡镇内

自然村不重名。

本地名录共收录金县各类地名三千二百九十八条，分为行政区划，具

有地名意义的或主要的行政、企事业单位，主要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

体，纪念地与名胜古迹等五个部分名称。其中主要部分附有文字说明，各

个行政区划均附录标准地名图，同时还插入部分照片，编排了地名索引。

最后部分附录国务院、福州市人民政府有关地名管理规定的文件，以及县

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命名、更名的文件。

本地名录中的地名用字，以《简化汉字总表》(一九六四年)、《新

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委

员会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规定拼写。本书使用的统计数字，除人口按

l

f



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外，其余均为一九AN年资料。

本地名录是经过县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编辑出版的。为了加强我县地

名管理，今后使用有关地名应以此为准，如果需要重新命名、更名，必须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颁发的《全国

地名管理条例》，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得擅自更改

地名。

闽侯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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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侯县概况

闽侯县(北纬25。4 7r 7—26。37 7，东经儿8。007—119。277)地处福建

省东部，界接省会福州市西、南郊， 闽江下游水系纵横其中。东侧与福

州市、长乐县、罗源县毗连，西侧跟闽清县接壤， 南邻福清县、永泰

县，北靠古田县。面积2，1 36平方公里。辖4镇1 1乡，设288个村级机构，

计1 981个自然村。全县儿1，1 72户，531，448人，华侨和旅居港澳同胞

72，000多人。多为汉族，畲族1，028人。通行闽东方言福州话(福州音)。

县人民政府驻地甘蔗镇，距福州市中心25公里。

本县历史悠久，古辖区广袤。 自闽越王无诸起至建国止，境内历为

王都、省、郡、路、州、府驻地，素有“八闽首邑”之称。回溯历史，

从本县荆溪昙石山、竹岐庄边山、 白沙溪头山、洋里小箬牛头山等新石

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远在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居住，猎

获为生，创造了值得赞誉的“昙石山文化”。鸿尾黄土仑出土的大量

商、周时期几何印纹陶器，绝大部分和青铜器、原始瓷器共存，制作工

艺独特，具有典型性。考古学者特将同类文化遗存定称为“黄土苍类型

文化”。竹岐庄边山、荆溪关口等地陆续发现的战国墓葬， 均说明先秦

时期封建势力早已至此。

闽侯县前身是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起的间越国之东冶，汉

平帝刘衍元始二年(公元2年)立为冶县，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东汉时

改为侯官都尉。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始设侯官县，为闽地五县之

一。三国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侯官县属建安郡。西晋太康三年7

(公元282年)侯官析置原丰、温麻，三县同属晋安郡。南朝梁天监间， 一

侯官与原丰合并改名东侯官。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东侯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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