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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

遵照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文件和上级的指示，我县地

名普查工作，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将近一年的时

I"．-1，对全县的地名进行了·次全面的、群众性的普查'o并经过认

真的考核，整理，誊抄，完成了对四项成果的绘编。表、卡、

文．．图已分别上报中国地名委员会，浙江省地名委员会，绍兴地

区地名办公室。主要收获是彳 ，

一，1：50000地形图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和标注工作。据统

计：全县原有图上地名3069条，新增地名1053条，修改移位23

条．．改正错字330条、删去地名77条。此外，还新制城关镇，’枫

桥镇、牌头镇、草塔镇l：5000地形图各一份。 一

二、地名普查成果表分四大类，按自左至右，从上到下的规

定，进行了认真的排列，‘分类和誊抄，搞好了地名工作的基础资

料。共普查了5079条地名，其中：第一大类：行政区划单位和居

民点名称1388条，即一县、十区、四镇、78个公社，1 295个大

队。此外，有重要自然村4个，一般自然村2736个，街，路，弄

42条。第二大类。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53条。第三大类：名胜

古迹和其它人工建筑物131条。第四大类：自然地理实体名称725

条。

三、认真地誊抄了地名卡片，每稿计271 4张。其中： 一类

2602张，二类22张，三类50张，四类40张。基本上做到文字清

楚，书写规范。同时，查到了地名来历含义2709条。从78个公社

统计，．以山、岭、库．．塘，河等取名的37个，两乡合并取名的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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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治取名的2个，以驻地村取名的6个，其他l 3个。

四，编写了概况材料1 21篇。其中行政区划93篇； 场，校，

所，站6篇；名胜古迹，人工建筑20篇；江，湖2篇。

五，认真地做好了重名公社，大队的更名命名工作。全县重

名更名的公社8个， (不合民意更名的公社1个)。重名更名的

大队331个。此外，命名了城关镇l 7条街，路，弄名；一个居委

会名；新增设了五个居委会。共计更名363条。 、

t六、通过地名普查，为编印《诸暨县地名志》积累了大量资

料。

以上所取得的收获及提供的资料，不单对四化建设有利，也

将成为今后一份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诸暨县地名志》，是经过地名普查后编辑的，是地名普查

成果的综合反映，也是今后绘编《地方志》的重要依据。‘从中纵

观地名的历史，明察地名的现状。它所提供的标准地名，具有法

定性，是四化建设及外事、民政、文史，科教、交通、测绘，通

讯等各个部门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地名工具，是工作的好伴侣，旅

游的好向导，有调先查的好资料，地名爱好者的珍贵藏书，也可

作为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文献资料；同时对于加

强地方政权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也有积极意义。可说是具有

历史价值的地名普查工作的丰硕成果。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

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普查工作，系统地解决

了含义不妥，大量重名等地名混乱的现象，核定了一大批主要地

名，基本上搞清了全县地名的历史沿革和名称来历，取得完整

的，准确的地名资料，1|并分别编入了地名普查成果表、地名卡

片，地名图和概况材料。这是地名标准化和加强地名管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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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必要步骤o

《诸暨县地名-．L心-》，反映了金县各级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各

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人工建筑的名

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来历含义及沿革。不但有文字资料的记

载，而且还有县，社的地名图和一部份别有风格的相片。内容丰

富，资料新颖，通俗易懂，值得阅读。

汇编这本地名志，虽经过一番努力而产生，但由于地名普查

中调查研究不够，历史考核不全，编辑中文字组织、资料核对不

周等，一定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望广大革命前辈，熟悉

当地地名的老干部，老农民，老职工、有知人士和读者，提出批

评，以利在再版时加以修改和补充。

为了便于大家查阅和使用本书的资料，．作如下说明；

1，《地名，-L心-》，就是以地名为主。因此，自然地理实体，

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等只记述与地名有关的单位。凡列入的地

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今后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谛以此为

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2，本书地名编列顺序，是按地形图以区，社为单位，从左

至右，从上到下编排的。地名图中行政区划界线均未进行实测，

不作为划界依据。区，社总面积也是估算数。相距公里，系指直

线距离4 ．。

一：

3，本书中使用的各种数字，系l 980年年底的统计数。人口

普查时，金县人1：／为952574,L，其中：回族34人，满族15人，壮

族8人，畲族5人，维吾尔族4人，水族1人，藏族1人，傣族

1人，侗族1人，蒙古族1入，还有外国人加入中国籍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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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县概况

诸暨县地处钱塘江以东，会稽山西麓。县境四周与八个县、

市相邻。东北和绍兴市接壤；东靠嵊县；南邻东阳、义乌县；西

接浦江、桐庐、富阳县；北毗萧山县。总面积为2315平方公里。

东西最大相距62公里，南北最大相距68公里。下辖lo个区、4个

镇、78个公社、1295个大队。计229798户，951988人；除少数外

籍、外裔和回等族外，均系汉族。耕地面积为701705亩，其中水

诸暨县人民政府



田622103亩。全县农业以水稻生产为主，兼营茶，桑，畜牧等；工

业生产有机械、纺织，矿山、五金等。县人民政府设在城关镇。

诸暨：周代时境辟扬州，为允常之都。秦始建诸暨县，属会

稽郡。境内有诸山，暨浦(或言概浦)，上下各取一字称诸暨。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分立汉宁县，吴改汉宁为吴

宁。隋文帝开皇问(公元589"-'600年间)废，并入诸暨。唐高宗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将诸暨的一部分地方并入永兴县(即今

萧山县)。五代初，(公元907年)梁以钱缪为吴越王，改诸暨

为暨阳。钱武肃王天宝元年(公元908年)仍改诸暨。宋高宗建炎

四年(公元1130年)属越州。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在枫

桥地方设置义安县。淳熙元年(公元1 l 74年)废。元成宗元贞元

年(公元1295年)升诸暨为州。明初改为诸全州。不久，仍改为

诸暨县(摘自《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二)。从秦代建县，沿袭

至今。

诸暨县周围群山环抱，境内丘陵起伏。东南有会稽山，县南

有勾嵊山，县西有五浅，五云等山岭，坑坞山崛起县北。东白山

为全县最高峰，海拔I l 94．6米。三界尖海拔101 5．2米，为第二高

峰。全县山地丘陵占70．1 7％，河湖占2．46％，耕地面积占

20．4％。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一之说。

诸暨地近东南沿海，受海洋气候影响较大。夏季高温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6．4℃，

一月平均气温为3．8℃，七月平均气温28．5℃。年平均降水量为

1433．3毫米，以东白山附近为最多，达1700毫米以上。全年以六

月份降水最多，十二月份最少。初霜期自1 1 4中旬开始至次年3

月下旬结束，无霜期长达240天左右。年日照时数1 900小时左右，

积温达50po度以上。由于热量条件棼好?有利于水稻的生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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