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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地名志》问世了，我欣赏它淳朴的实用价值。

我们党历来就把地名工作置于政权建设的高度，建国初周恩来

总理就亲自处理了象镇南关、安东、迪化、归绥这样一批地名的更

名工作，从地名角度促进国际关系健康化、增强国内各民族人民之

间的凝聚力。随着地名工作领域的扩展，我县在地名规范化方面做

了大量清本正源、匡斜纠偏的工作。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制订的

《地名管理条例》处理了全县范围内的地名重名现象，对此，地名

志予以详细地记载、充分地阐释，起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提高了政

府的行政管理效能。

志文从内容的取舍到篇章结构的划分直至遣词造句的斟酌，力

求体现无产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突出建国三

十八年历史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记述，从而歌颂了

中国共产党、歌颂了社会主义。这些可贵的思想是通过丰富的科学

的地名资料来体现的，使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浑然一体。也正

因为这样，这部资料书才有了灵魂，对存史、资治、服务当代、惠

及后世有其真正的价值。

这部志书对全县八大类三千多个地名的记述包含了大量自然的

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如志文显示现代水利工程大型白桐灌渠

实际上是汉代玉池陂、唐代丰山堰、明代上石堰的修复和发展，又

如现代全国规模的南水北调计划中线蓝图的一段跟宋朝南阳漕河工

程相重合，这雄辩地说明古代地名资料对现代建设、现代地名资料

对未来建设的重要借鉴作用。编辑同志们对南阳县上下数千年的地

名记载以及地名专名、通名的由来、含义和历史发展等进行了系统

的整理、研究和记述，并有不少新创见、新发现。这些成果体现着

我们民族文化的诸多共性并具有南阳县的鲜明个性，从这个意义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它的出版必将对我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出应有的贡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日益发展，国内外的社会交往

益频繁，进行地名规范化管理、避免地名混乱就愈加必要，出版

文并茂的标准地名工具书就成为时代的急需。志文分别追溯几千

地名的由来和含义，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每个地名规范化的汉字书

形式和标准读音，书中并穿插古今地图32幅，为人们的工作、生

、交往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种原因该志还存在着部分志文文字较为粗糙干涩、信息

对贫乏等缺点和不足。

我作为南阳县地名委员会主任，深知省、地地名办对《南阳县

名志》编纂的有力指导，深知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对该

的关注和支持，深知各部门、各乡镇，学术界同仁、广大群众对

倾注的心血，深知编者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特向一切关心、支

志书编纂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o

Z必孝

1989年7月20日



1．县政府、县人大

县政协办公楼

2．南阳县影剧院

3．南阳卧龙大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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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水库白桐灌渠渠首枢纽工程

燕浆袁庄节跌闸

勾水库鸭自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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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天录

2-辟邪

3．新石器文物(陶鬲陶壶l陶壶2陶钵

陶橱：石斧)

4．汉代文物(铜鼎陶鼎陶俎陶磨

5．黄山遗址

铜镜



编 纂例 言

一、本志是记述南阳县各类地名的形、音、位、义、性及与地名

有关的政治、历史、自然．经济、文化等特征的专业志书。

二、本志共收入地名志文3 264条、地层f132幅，并附以地名论文、

地名表、实物照片等，字数约80 77，力求反应我县地名的分布概貌

和特征。志文力求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及较高的科学性和思想性，以

期为我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三、收入的地名包括政区聚落、自然实体、党政及企事业单位．

历史地名等八大类。每大类各为一编，加上全县综合性的资料，共

为十编。本志卷首有总目录； 《政区聚落地名编》篇目按辖属关系

排列，开头的《南阳县政区地名图》、 《南阳县政区一览表》精确

到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下同)的名称和地域，各乡镇志文前

的《地名图》和《政区聚落一览表》精确到各该乡镇的居民点名称

和方位；其他各编头也都有《地名一览表》，精确到最小地名单位

名称。查找方便，不另具索引。

四，政区聚落编中，外加方括号的地名，是村委会名称。村委

会经济信息的表述力求概括全面，所辖自然村的经济信息不再重复

村委会的共性，只突出自身个性。

五、地名书写以规范的汉字为准，并以普通话语音注音标调。

各个地名的形、音，与它的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现实的情况

有关，具有确定性。为使地名管理科学化并方便社会交往，请各界

使用地名时以此为准。

六、书中数据除特别注明年份的之外，均系1987年的。

七、度量衡单位一般采用公制。即公里、米；平方公里、平方

米；吨、公斤；公顷、平方米。只有历史地名，为慎重对待典籍，

沿用其中的单位和数字。



统的以子午向为准的四面八方，相对位

中心点为基准点。县对省的距离用南阳

二七纪念塔中心点的直线距离。聚落对

心点到南阳市商场花埴中心点的直线距

各该乡镇的几何中心点与南阳市商场花

写方向部位，不写距离。各村委会在本

地与本乡镇的几何中心点相比较而确定，

纬度地带，习惯上平面上两点相比，近

南称前、北称后；南阳县地势北高南低，

是居民点名称中“前”、“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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