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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普查是一项新工作，对我来说，就更是门外汉了。但看了

《榆社县地名录》底稿后，兴味盎然。尤其是地名的由来，演变，

越看越感到。有趣，兴致也随之加浓。此书不仅仅是就地名而言的，它

无不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同时也和当地的山山

水水，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紧密相连。总之，不看还不觉得怎么，看

了之后，就憾到不看会后悔。因为它确能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知识，

会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莉地名工作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一

榆社虽j是_个小县，但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个细胞。它山河壮

观，美丽富饶，且具有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

传统。榆社，不仅在我国古代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在现代史

上更占有光辉的一页。‘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地名亦在不断的变化。就榆社县城而

言，早在商代箕城，．其名称及隶属关系就曾几经变更。而尽管每次

的更换都是语言代号的改变，但它却衣本县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变

化结伴而至，无不涉及到当时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问题。县名如

此，村名也不例外。仅以本县的仰天村为例，该村原名为“养田黟，

传说，一次，后赵国王石勒坐轿行程，一路爬睡，路经“养田矽村

时，该王突然仰睡，即刻身亡。现行的“仰天矽就是为纪念那个国

王而更名的。可见，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标志和符号，不仅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与国家的领土主权、民族团结、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国际交往，?外事工作以及“四化"建设等，都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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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通阅全书，我有如下之感。

．其一，此书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书中的大量资料，多数是从

将要过世的老一代人中通过深入了解访问“抢救力而来的。它不

仅记载着本县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准确资

料，而且对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及更替含义莓洚了周密的调查和详

尽的考证，并一一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一囟而，它还带有某

种史典色彩。
’

{ ，；_．

其二，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此书中尽管对各个部门的资料都‘

作了记载，而且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妲始终没有离j开“地名”
这个中心，并将“地名"这条红线贯穿全冷。使人读后既感到地名
知识显而易见，其它各类资料也历历在目j { 一

其三，“《擒社县地名录》既拥有知识又具有趣味。!在编写过程

中，尤其在地名的考证上，编者有意识地垂写作技巧上注重了该书
的趣味性，‘并在语言艺术上力求口语化、通俗化、’群众化。从而有

效地克服了就地名论地名之弊。阅读全书，不但没有枯燥、乏味的

感觉，而且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可得到一点语言艺术的享受·

其四，图文并茂。1从全书的内容编排来看，-虽没有明确的章节

之分，但读来却没有连篇累牍之感。．书中除文字外，另有套色和素

色地图、照片，以及居民地名称首字笔画索引等，‘且编排考究，

能给人以文图并举，两全其美的感觉·1一 +‘ 。、

：‘《榆社县地名录》的编纂工作，‘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

的q在编纂过程中，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的变迁和

自然演变，尤其是对在“文革，，，中造成混乱的地名，『经过深入挖

掘、；搜集整理、．对照县志，地图及有关资料，综合分析，．反复校对

等环节，．搞清了地名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并标注了地理座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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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地名本着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处理，

。加注了汉语拼音，排列了自然村名音序表，从而逐步实现了地名的

科学化、标准

《榆社县

专著，是我县

随意更改。它
l

备的工具书，

可供各地

这本书所

但与一切

我谨向这

希望读者

仅以此，

口

0

名录》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

志书之一§书中所录的标准

党政机关和农工商、文教卫

是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增添

书馆、档案馆和文史资料部

能够和读暑见面，离开编校

心、支持地名工作的同志也

同志致谢。由于各种原因，

予批评指导，‘以便使它逐步

当《榆社县地名录》的序。

田 振 川

为中心的地理，历史

地名具有法定性，不能

生，交通邮电等部门必

建设家乡力量的好教

门收藏和参考o 。

者的辛勤劳作固然不

是分不开的。借此机

此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

趋于成熟、完善·

甚歉o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化地的是也图以关些给权

o

，

o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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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山有山名，河有河名，我们居住的城镇、街道‘村庄，里巷都

各有其名。．没有地名，对人们的活动将是不可恩议的。川 e’。

1，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

的重要工具+。地名的书写与称说是否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正

确，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土主权乖国

际交往，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因此，随着国家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一按照国务院(1977)79号文件精神，认

真开展地名普查，努力搞好地名工作，迅速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

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o’《榆社县

地名录》，．正是为了适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给全县

各项工作积极提供比较准确的地名资料，在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开

展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山西省地名领导组(现改为地名委员

会)办公室，一九八。年十二月四日下达的《山西省标准地名录》

编写提纲中，关于“各县地名录的编排顺序与内容要求刀，结合我

县的实际情况，把地名普查的部分有关资料，。经过认真细致的选择

审定后，汇总编纂的。
’

。’

’，7 ”

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地变化：我县在

长期的社会发展和自然演变中，行政区划屡有置废瀛缩，不少地名

也因革徙没，这就形成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地；甚至异说纷纭的复

杂情况。特别是在“文革矽十年内乱中，乱改地名成风，方志史料

丢失二空，～这对地名普查和编纂《榆社县地名录》带来严重困

一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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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6正因如此，知难而进，拨乱反正，又是我们义不容辞、刻不容

缓的责任o’ 、 ．：

地名，是区别各种地理地物、自然实体的标志和符号。在社会 ，r

生活中，它是沟通人们联系、交往和工作、学习研究活动的重要工

具。地名的产生，发展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政治、经济，军 ，’H1

’事、文化、外交，!历史各个领域，以及人们日常生活，风俗习惯都 ：。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地名工作的好坏，直接反映我们国家行政管 、

．。 理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的高低。为了给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准确的

“地名资料，．必须先行地名普查，实现地名标准化，进而搞好《地名
二

录》的编纂工作，为更好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7．，。’|．-
-

，《榆社县地名录》是我县进行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是参加地名普查的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所有参与普查人员

， 的集体创造，是省，地地名领导及办公室关心和指导，县委和县人

民政府重视的结果。地名普查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知’． ：

识性很强，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因此，

在搞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由于领导重视，认真

抓，县长田振川，付县长，，地名领导组组长张友直同志积极支持，

并亲自审阅材料。，参加普查的同志，钻研业务，积极努力，辛勤工

作。因此，使整个地名普查工作抓得比较紧，进度比较快，弯路比较

'’少，．质量比较高。我县因其它原因，一九八。年十月五日未去太谷县 、．

参加历时二十余天的地区召开的地名普查试点会议，后来只在和顺
“

县代培了七天时间，实际是从-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才开始着手

进行组织人员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口所以比其它兄弟县迟开始了近’

三个月：但在今年五月下旬，，省，地检查时，我县地名普查不论在

进展上，质量上，搞得是比较好的。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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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召开的地名普查检查验收工作会议上，晋中行政公署，奖给我

县“地名普查成绩显著”的镜框，给予了表彰和鼓励。 ．一

．，n

我县在历时近二年的地名普查中，全县先后参加搞地名普查的

有二十五人，。其中：县十人，公社十五人。这些同志，大部分搞了

一段时间，’有的多则搞了近八个月，’就因其它原因均先后回原单位‘

了。后来只留一人坚持工作。工作期间；县人大常委会付主任郝福

瑞、。民政局付局长刘江兰o．榆社二中教师张步贤等同志，经常顾问

地名工作，积极提供资料，给予支持鼓励；文化馆孟晓明，同志，抽暇

给予帮助，县图书馆李子才、：王之弼同志在住房等方面给予支持与

方便。在编纂《地名录》中，政府办公室王效如同志，在缮写各种

表和材料方面；出力不少，县志办公室赵建明同志积极给绘制地图，‘

以及榆社县印刷厂为本书出版提供方便。所以，才有这本册子和广

大读者见面。+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

’

’《榆4社县地名录》共汇集编号县一个；公社十四个，生产

大队三百三十六个，自然村六百七十五个(其中包括无人居住的二

百一半九个)，和独立存在的有重要意义的自然地理实体四百六十

三个名⋯一共普查地名一千四百八十九条。
1’2，-卜 ’

根据国家地名工作的有关文件指示，‘和一九七九年全国地名工

作会议精神，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

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博采众议，尊重实际进行实地考

察，尊重史料，多方查考的原则，进行普查。采取一般考证和重点

考证相结合，对新编入的每条地名和名称来历及更替含义，地理概

况等内容，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认真的考证核实。

对于绝大多数经过大量工作，求得诸说统一，并有可靠佐证而能肯

定下来的都给予肯定．下来；对于经过工作，但因主观条件所限，现．

，
一

“ 酗
。

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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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难以求得诸说一致，也没有可靠佐证来肯定或否定其中二种说法‘
’

而肯定不下来的，我们．采取了诸说并存；．同时，经过深入工作，多．

方了解，无法考查者，就只好暂时作为无考或待考处理。所编内容

与资料力求比较可靠、准确，．力戒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J_，

．。．我县的部分公社、大队、自然村的更名，是经征求有关大队、
’

公社意见，，县人民政府审定批准的；公社‘、，大队的更名分别是由省

政府、晋中行政公署批准的。根据上级精神和县领导意见，凡列入’

的地名，我县除更名中公布施行的一个公社、十四个生产大队、十

九个自然村为标准化名称外，其余也均是标准地名。‘今后使用榆社

的标准地名，均应以此为准，，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以免

造成地名混乱，产生不良影响和后果。如有特殊原因，确实需要更

改名称者，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

请县人民政府履行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i 一．

7

编写《榆社县地名录》是件新工作，没有搞过，缺乏经

验。加之，由于编者阅历甚浅，．见闻有限，知识水平很低，力不

从心。因此，在资料搜集、考核，内容安排，语句修饰，文字校对

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深望党政机关、团体，学校、厂
’

矿、社队、‘街道等企事业单位，及荣调外地，迁居异乡，社会各方，、

面谙练方志地名掌故的同志，，先生“老师、同学关注本土家乡故‘

里的地名录的编纂；以及热爱此项工作的同志给予提出批评． 一

’

●

．

． ? ，’ ：。

、 ‘

·‘编 者
，

●．

～
～

o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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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愉_被?县⋯人民政_府～，4：
’

J‘

’～ “

关于我县重名大队重名自然村更名的
，

、

●

“

。通 一一，，1．知．i。 一√
● ’

各公社、生产大队、县直各单位：一， ，、 √”’ 一·
；

j 一’为了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经过地名普查，我县有二十‘

六个大队和三十六个自然村重名。为使在全县范围内大队名称不重

复，自然村名称不重复i经征求有关大队、公社意见，县长办公会

议研究决定，并报晋中行政公署批准，对我县的十四个大队、十九

j个自然村进行更名(见附表)，现予公布施行∽从下文之日起，·要

。及时刻制启用新印章，同时将旧印章作废，并在村边大路旁夺目处

写出更改后名称。今后对于我县的各类地名，均不得随意更改。如

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名称者，必须经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榆社县人民政府
：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五目
”

●



榆社县地名彖

●

榆社县7重名大队更名表

公j吐名称 重名大队。、
名 称

’． 需更改名称” ”更改后名称 备 注

城。关
～

{ ，．?一-t
。i+⋯ t连一家庄，， ：岚峪公j吐连家庄。 ：连h．’∥庄。+ r{。。．i二1。

、

岚 峪

赴 1城
北 河。 ，一河峪公j吐北河7 北t 7t 水

河 峪

韩 村
南庄沟 云簇公赴南庄沟- 清‘： ，‘。风 7·

’

。， ，

一云 簇
’+：

-^

‘～
，． “ ，-云 ：簇’

王家沟 岚峪公j吐王家沟 王 家 庄
岚一，峪1

，

1●‘ 7 ．：1：、

社 城
新．。庄 r。、北褰公社新庄、 、杏 花：庄

“

j

北 窭
?+；．∥-。．’．

杜’．城 嘉{(同昔)
．

～

⋯ ●·
：

郝北公j吐观上’ 赵 家。村
郝 北

观上、‘川目／

韩 村 河峪公j吐南庄 南 ‘山

河 峪 ‘南．庄
银郊公社南庄 南 社

银 郊1

白 北
山 ：头 j云簇公社山头．． 海，银 山 ’{ ●

‘

云‘簇
+L{

。-

岚 ，峪、
南 窑 河峪公‘社南窑．‘ 平一一／∥底

，t
√

河 峪

北 寨 东 沟 银郊公j吐东沟 河， 东
银 郊

城 关 杜余沟 河峪公社杜余沟 致一’富 沟
河 峪

北 寨 一岚峪公赴东垴 东 t寨

岚 峪 东 垴
河峪公社东垴 东 坡河 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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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社县重名自然村更名表

重名自然
“需更改名称 更改后名称 备 注公衬名称

村名称

城 关 东 湾 城关公社东湾 河 湾‘
北 寨
城 关 郜家沟 东汇公社郜家沟 郜 家 庄
东 汇 、

韩 。村‘ 任家垴 东汇公社任家垴 任 家 庄
东 汇
白： 北 后 岭 、东汇公j吐后岭 后 寨
东，，汇
郝 北 簸箕凹 银郊公赴簸箕凹 簸 箕，湾
银 郊
j吐 ”城

’赴城公硅东沟 桥 沟
北、寨．一
河 峪 。东 沟 河峪公肚东沟

。

东 岭
东 汇 ．东汇公社东沟 东 庄 沟
城 关

赵家庄 1讲堂公社赵家庄 赵 家 岭讲 堂
北 褰 石匣沟 银郊公社石匣沟 红 沟银 郊
郝 北 下 垴 ”东汇公社下垴 下 庄
东 汇
云 簇 河 底 河峪公礼河底 河 边舅 峪一

一东——汇一 杨家垴 郝北公赴杨家垴 杨 家 岭郝 北
云 簇 西 庄 j吐城公社西庄 西 家 庄杜 城
河 峪

前 庄 讲堂公j畦前庄 前 治
讲 堂
郝 北 大南沟 两河口公赴大南沟 大 南 庄
两河口

键 郊一 南 蛉 自北公j吐南岭 南 梁白 北
都 北 南 沟 西马村公静南沟 南 四
西马村
东 汇
两河口 下 庄 两河口公赴下庄 西 南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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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一： ，． 一j ，i +} ，．： ·，，．

、．t 、} ，‘， ‘’； 、。 ，，
：u．- 。j

’■：⋯～关于我县夫寨公社更名的藐明⋯≥．■{“
{"

’
，

。． ．j，5．

公社、大队、、县直各单位： ：
。

} 根据国务院《关导地’名备名：蔓名的奢行。巍‘走≥精藉，寂县{
大寨公社与本省昔阳县大寨公社重名，又因与驻地名称不统一，故：

．，需更名。在地名普查进展中，经征求该公社意见，县长办公会议研：

： 究，地区地名办公室同意，均按更名后的西马村公社普查了，并将：

更名请示呈报晋中行署、，省人民政府。、在地名普查结束，编印地名：

录中，因省人民政府暂尚未批复下文，，特此说明；”一 i i：f
} ’‘ ’V

7』
“^

．．

‘

， 。?、。_ ．， ’，

I‘’ i

?
‘

’： 。． ，．__，编薯，+-t一、，．t，：
i 一。 ? ‘：、 ；·‘。一‘。。．|．．

。‘：’ ‘二；
{‘ ‘，．， ，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 ．．．。，、．：
l 、+． '：： 一：仙：．?■，‘●川‘一 ：一，!
；‰ ’“，∥· _～。j ：，。，，‘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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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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