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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历史演变、社会变化、经济发展、山河变化的产

物，反过来，它又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特别是对广大市

民和经济往来，交通、邮电、户藉管理、城市规划、城市管

理、城市建设等有着更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俗话说：

，人有人名，地有地名，人地无名，寸步难行。”一语道出

了地名在人们社会生活中重要作用。

杭州是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旅游城市。西湖是

“人间天堂”里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从几千年}：j受惠于

“良诸文化”的熏陶到灵隐成为钱唐县治，从十年“文革”

期间地名惨遭破坏到十年改革开放，重把地名工作摆到丁议

事日程上，地名工作始终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之中。

1980年，在杭州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西湖区开展了新

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通过普查，重新发现

开发了大型石灰岩溶涧“灵山幻境”。．收录了1600条各类地

名。出版了《西湖区地名资料汇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和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及城镇建设的加快，地名发生了很多变

化，急需对地名资料加以补查和更新，以使地名更好地为经

-挤建设和广大市民服务。1990年西湖区组建|了领导小组开展
． 这项工作。张友富和张宁生等诸同志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经过了一年辛勤劳动，《杭州市硒湖区地名简志》终于出版

了。这是西湖区地名工作中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为市民办的



一件实事、好事。筒志的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西湖区经济

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方便民众日常生活，进一步加强

两介文明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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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简志所列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

二、标准地名汉语拼音，均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国家测绘总局1976年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法》拼写。 ．

’

三、本简志所列各项数字截止1989年底，仅作参考，不．

作统计依据。
’

四、地名图中之行政区划界线不作划界依据。

五、本简志收录之地名截止1989年底。卷四以后各卷有’

选择地录取各类地名，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录取截止日规

为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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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全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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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湖 区

一

Xihd Qd

西湖区位于杭州市区西部。东以环城西路、西湖、万松

岭、将台山、玉皇山、大葱山、白塔山与下城，上城、江干区为

邻，东北与拱墅区交错、西北与余杭县接壤，西南与富阳县毗

连，东南濒钱塘江和萧山市相望。面积．228平方公里。区以

西湖得名。区政府驻西山路19号。辖灵隐、，南山、北山、西

溪、翠苑5个街道和祥符、古荡、留下、转塘4个镇及西

湖、龙坞、周浦、袁浦4个乡。有126个居民区，125个行政

村。共851．79户，316164人。居民大多为汉族，‘有少数回、

捕、蒙、朝鲜、畲、壮、达斡尔、瑶、苗、赫哲．、布依族。
． 本区清以前属钱塘、仁和县。民国初年属杭县。1927年

为杭州市第四区，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改第四区为

西湖区。1960年4月，改西湖区多晒湖人民公社，1961年恢
复西湖区，是年将钱江联社之上泗、留下’公社划归本区。

1969年撤销西湖区，建立郊区，，农村部分划归郊区，城区部

分分属上城、下城、拱墅三区。1972年10月恢复西湖区，辖

南山、北山、西溪、灵隐垂个街道和西湖公社。1977年郊区

撤销，古荡、留下、转塘、袁浦、周浦、龙坞、石桥、上

塘、祥符、康桥诸公社并入西湖区。1983年石桥、康桥、上

垢诸公社及东新街道划归半山区。

全区中部地势较高，多为300米以内之丘陵，其中如意尖



为本区最高峰，海拔536米。北部及南部为平陆。有西溪及余杭

塘河横贯东西，金沙涧、龙泓涧之水汇入西湖，为西湖之主要

水源。九溪、云栖、象山浦诸水注入钱塘江。南部平陆开掘人

工渠道10余条，以利农事。西湖位于境东。孤山、_／j、瀛洲、

湖心亭、阮公墩四岛，峙立湖中。苏白二堤横卧湖上似锦

带。西湖引水工程自1986年建成启用，江水穿越玉皇山、九

曜lJ-l而入西湖，改善了西湖水质。 ．

全区共有街巷159条。莫干山路、．天目山路、西溪路和之

江路是通往邻省、市及邻县的干道}南山路、北山路、灵隐

路、虎跑路、天竺路、龙井路等，可通往各风景旅游点。还

有宝石、杭大、古荡、翠苑、求是、+曙光、金祝、胜利等新

村。沿湖建有多处竞馆、饭店。主要有西湖宾馆、西子宾

馆、花家山宾馆-、浙江宾馆，杭州饭店、新新饭店、‘楼外

楼、‘天外天。黄龙饭店为我市首家四星级饭店。位于双峰村

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和玉皇山路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已由1991年

和近期对外开放。曲院景区西侧的旅游文化村亦告竣工。

-新中国建立后，境内工业有较大发展，天目山路至留下

一带有电视机厂．’磁带厂、通讯设备厂、仪表厂等，莫干山

路一带有杭州化纤厂、人民玻璃厂、’浙江扬伦纸厂等，转塘

中树一带有生产建筑材料为主的第二水泥厂和杭州大理石

厂。西湖龙井茶为我区特产，闻名中外。满觉陇桂花、西湖

纯菜和杭州竹篮也久负盛名。 二

全区有耕地78769亩，山林73980亩，养殖水面10025亩‘。

丘陵坡地以种植茶叶为主，平陆以种植水稻为主。1989年产；矗孬7j百试丽阿丽艺耐鱼起水量2739、吨，—卫989年农业
总收入12647万元。 ‘+

、

2
’

．



全区有工业企业1691家。主要经营：茶叶经销、建筑、

电子原件、造船、．预制件、水泥、石灰石、五金加工、汽车

配件、汽车修理、沙发、席梦思床垫、卧式千升顶等，1989

年总产值47280万元。．， 。

境内有浙江大学、一杭州大学等院校1。8所，各类中等专业

学校25所，中小学135所。医疗机构17个。‘有市体育场，玉

泉、向阳、包玉刚游泳池，一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区青少年宫

以及宝石会场、西湖会场等文化、体育活动设施。

辖区为杭州市主要风景区，不但有秀丽的自然景观，还

有很多的人文景观。六和塔、岳飞墓、飞来峰造像三处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郭庄、大麦岭摩崖题记、

一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等1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保做

塔、舞鹤赋刻石、牛皋墓、忠义桥、雷峰塔遗址等11处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在飞来峰、南高峰、大麦岭、南

屏山、周浦灵山、昙山诸山石壁和岩洞中，还留有自唐宋至

明清时期的丰富摩崖石刻和名人题记。



卷二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名称



灵隐街道

Lin9yin Yiedao ．

灵隐街道位于西湖区中部。东以西山路、曙光路、杭大

路与北山街道为界，南以龙井、丁家山一线与南山街道相

连，西以北高峰、龙门山一带与留下镇为邻，北以天目山路与

古荡镇、翠苑、西溪街道毗邻。管辖西湖乡：l匕半邵及古荡镇

南一小部之居民。以境内灵隐寺而得名。面积约9平方公

里。1954年8月建立灵隐街道。1960年4月为西湖公社灵隐

管理区。1964主["复名灵隐街道。1968年4月办事处改称革命

委员会。1980月6月复称办事处。原驻白乐桥，1986：≈三10月

迁址玉古路99号，1989年7月迁址今所。辖白．乐桥、上天

竺，中天竺、法云弄、玉泉、金沙港、里东山弄、外东山弄、

浙大北村、浙大老村、浙大新村、浙大东一、浙大东二、浙

大东三、浙大南村、曙光新村、．曙光--}C、-曙光二村、庆丰

一村、庆丰二村、高塘桥、道古桥、茅家坤i九里松、玉古

新村等25个居民区。有9068)a，25709人。(不含浙大10050

人和境内单位人数)居民以汉族为主，有少数回、畲、朝鲜

族。

本街道地势西高东低，群IlI环抱，是条长约8公里硒窄

东宽的三角形llI坞。源于天竺、灵隐的南北二涧，汇于合涧

桥，出流金桥入湖。是西湖之主要源流之一。

境内共有街巷24条．主要的有灵隐路j天竺路、龙井路



灵隐街道

地 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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