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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盂县地名志》编成，得以先睹，不禁由衷欣慰．该志实为

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主题之地理、历史专著。它有一定特色，有一定

价值，亦将有概述前踪，贻诲后世，推动我县社会诸方面事业发展之

效力．感赞之余，以为太书有如下特色：

自我县有史以来，旧有《县志》，虽皆以都堡建置，记载了

当时的居民村落及区域归属，然因不是重点，并末进行过系统而完整

的研讨， 仅罗列了都堡村名，未详述其名称之来历，含义及更替

等，使后人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我县史地之全貌。《盂县地名志》则

不然。它以地名为中心，记述了本县之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交

通等诸方面之实况，尤其对各类地名的源由、演变及命名时间、地理

环境，生物动态，历史背景、人物掌故，系统整理，述之成篇。

做到了广征博采，周密调查，力求翔实，具体生动。 加之进

行了规范化．．标准化之处理，使静止之史料，活用于后人。

它既是一部工具书，又是一部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之史典．此为特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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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地名志》，内容丰富，语言精炼，生动活泼，立文严谨，

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尤其是在地名考证上，克服了就地名论地名之

弊端，涉及了与地名有关的名人轶事，掌故趣闻，神话传说等， 将

史料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熔于一炉，阅后不感枯燥乏味．此为特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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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地名志》既有文字阐述、表格反映，还衬以素彩兼备、’

色泽鲜明的实物图片。编排科学，章节系统，层次分明，繁而不乱，

图文并茂，喜闻乐见，没有连篇累牍之感觉，却有印象深刻之长处。

此为特色之三． ．

，’

择其要者，谨论三点，余不赘述。‘

《盂县地名志》付梓，以飨读者，提供社会之利用．应该感谢参

加地名普查之人员及本志编篡人员的辛勤劳动，感谢一切关心与支持

地名志征编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不当之处，恐所难免，尚希明达，

不吝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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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地名志》在全县人民同心协力开创建设四化新局面的热潮中问世了。

．地名是地理实体标记和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不可少的工具。

随着历史的变迁，地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

要，实现地名标准化和绎写规范化，给全县各项工作提供比较准确的地名资料，提高工作效

率I使人民群众比较充分地了解本县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历史风貌，从而激发群众热爱

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促进现代化建设，我们编写了这本《盂县地名志》。．

}鬏孟县地名志》是在中共盂县县委和盂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省，市地名委员会的指导

下，在1 9 8 O年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写出来的。普查工作结束后，于l 9 8 3年7月组

织人员开始编写《盂县地名录》。1 9 8 4年4月又据多方建议改写“地名志静．后因种种

原因对草稿又作了一次大的改动。总之，本书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多次修改，于l 9 8 6

年8月才脱稿而成。在编写过程中，对普查的地名资料，经过认真研究，细心整理，反复核

对，慎重取舍，对需要增补的地名和原始资料不足的问题，均一一地进行了认真调查，反复

考证，力求史实确凿，数据可靠，凡查无实据的传闻，都以“相传"陈述；对地名含又有两

说者，一并列出，谨请读者考究。

，、<(盂县地名志》共分八章。第一章为县概况。主要叙述本县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

所辖乡(镇)、自然村数，自然条件，经济状况，文教卫生、交通简况以及名胜古迹。第

二章为县建置沿革。重点记述县名由来及历代名称与隶属关系的演变以及乡村区蝌的变更。

第三章为盂县人民政府关于乡村更名的文件。第四章为县城简介。主要记述县城概况，井收

录了街道地名3 4条、专业部门名称1 3条。第五章为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地名。它是本书的

重点章节，以乡(镇) 分为2 5节。每节先介绍乡(镇)概况，接着介绍所属村委会与自

然村。主要记叙了它们的地理位置，距离(村与乡镇之间、乡镇与县城之间)、名称舍义，

历史演变，自然环境、经济特点、土特产品、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等。本章共收录了2 5个

乡(镇)8 5 5个自然村的地名共8 8 0条。第六章为各类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本章共收录

了主要山峰1 2 0个，较大的河流1 l条，较长的(3公里以上的)山沟5 2条，著名的水

泉2 7个。第七章为站，场、厂、矿地名。本章主要收录了省、市，县、乡(镇)经营的具

有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名称共6 4条。第八章为人工建筑及名胜古迹地名。本章主要收录了

． 水渠，水池、水库，机井、公路、桥梁、关隘，名胜古迹等地名1 7 9条。 。

本志所录名称均注有汉语拼音，以便正音。正文前附录“地名首字笔划索引一和留地名

。首字音序索引厅便于查阅。 。

本志共绘制县，乡(镇) 地图2 8幅(《盂县行政区划图》，《盂县地形图》均为

。-1：2 O O O O 0)，插入照片2 9帧，以便总观概略和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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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所引用的户数，人口，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等基础数字除标明年代的均系1983年

底县统计局报表数。

本志所引用的地名资料、大多摘自明嘉靖三千年的Ⅸ盂县县志》(简称明嘉靖县志)、

清康熙三十八年的《盂县县志》(简称清康熙县志)、清乾隆四十九年的《盂县县志》

(简称清乾隆县志)、清光绪七年的《盂县县志》(简称清光绪县志)。此外还参阅与引

用了明天顺五年的《大明一统志》、清光绪十八年的《山西通志》、《平定州志》，民国十

四年的Ⅸ盂县遗像录》、《盂县人民县志》(1 9 6 1年出版)等有关史料。

本志所收录的地名、在地名普查过程中都已作过标准化处理，对一些地方字，地图与现

行名称不符的字亦都作了相应的改正，如“瑶黟改为“坨力、“轮窝脑黟改为搿龙王瑙劳

等。本书只保留了少数几个地方字与地方音，如搿采弦(Ch6n)、“蝎”(Yan)、搿壕黟
(1160)， “凹矽读作W0不读ao． “挠弦读作N石。不读×Iao、 “崖黟读作n石l不读Y石。

本志所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部门、各行业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此为准。如

有特殊原因需要作个剐更动时，‘要按照地名审批权限上报批准，方可生效。

《盂县地名志》编写过程中，承蒙县武装部、民政局、邮电局，水利局、交通局，统计

局，城建局、财政局、林业局、文化局：文化馆、档案馆、史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及各乡

(镇)政府、民政助理员以及韩万德、潘耀先、孙赐芹、王尔昌、杨有贵、李瑛、阎根元、

赵锡章、王焕章、刘贵堂、杨志，杨瑞云等地名工作爱好者，给予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在

此谨致诚挚的谢意。但是，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验经不足，又兼资料贫乏，特别是历史资料

不全不细，总难免有考证不实，挂一漏万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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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石累送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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