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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地处珠江三角洲，毗邻

港澳，地理位置优越；扼西江与

粤西沿渗交通之门户，为广州，
湛江，海南水陆运输之要道，境
内水陆交通方便；气候宜人，土

地肥沃，物产丰盛，文化相当发

达，经济基础较好。江门五邑乡亲

侨居海外95个国家与地区者众，
计达167万多人；旅居港澳同胞亦

达108万多人。十年改革开放，我

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
迅速发展，海外华侨及港，澳，

台乡亲关心家乡建设，先后踊跃

回邑参与投资开发，形势喜人。

遵照国务院与省政府关于编

写地名志指示，经三年多地名普
查，资料整理，考证与编写，



参
l

勺

《江门市地名志》终于成书出版

发行。本地名志为我市有史以来

第一部记述我市有关地名专志，

以地名为主线，着重介绍我市地

名由来，演变与含义，地名所体

现有关实体之历史，现状与特

征，以文字、地图、照片较详尽

地加以阐明，为我市行政管理，

总体规划、经济建设，国防建

设、科研教育之展开以及人民群

众日常交往等提供准确地名资

料，为海外华侨及港澳台乡亲

回乡寻根问祖，提供了解家乡历

史与现实线索。

本《志》为一部具有法定效

能地名工具书，继承与发扬我市

历史文化并将其载入史册，流传

后世，具有现实与深远历史意
义，启迪与激发人民群众更加热

爱本乡本土，共同为振兴江门五

邑经济，建设富裕文明侨乡而致

力，起积极促进作用。本《志》

所载资料与数字均为有关专业部

门提供，内容翔实，可靠又较丰

富，体现一定深度思想性、科学

性与知识性，可为海内外广大学

术工作者与工商界、科技界，文

化界人士前来我市观光，联谊，

投资开发，进行经济、技术与文
化交流、合作，提供指南与帮助。

值我市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建设，加速实现社会

主义四个现代化之际，本《志》

面世，亦盛世喜事，因为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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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地名志》根据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1984年《关于编纂

出版地、市地名志的通知》精神，在江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各有关单位与广

大人民群众支持下，编纂出版。本《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适应性广，为法

定地名工具书。本《志》用文字、地图、照片较详尽地介绍江门市地名由来、所

体现有关实体之历史沿革与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市政治、经济、文化、历

史、地理、侨情、民俗概况与特征，为各行各业以及人民日常交往提供准确地名

信息，为旅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回乡寻根问祖，提供了解家乡历史与现实资

料，为我市行政管理、总体规划及对外经济交往提供相当重要参考依据。本

《志》书直接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市开放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

1980年至1981年，我市曾进行陆部地名普查，1983年至1984年又进行海部地

名普查。1985年5月我市成立地名志编纂班子，经过组织发动，对地名普查资料

反复调查考证与核实，严格按广东省地名委员会颁布《广东省地、市<地名志>

编纂出版方案和工作细则(试行)》要求编纂。

本《志》内容包括总编、政区地名编、聚落地名编、自然地名编‘，水利电力

交通地名编、企业地名编、文化与历史地名编等。其中总编收有江门市概况、江

。门市历史沿革；政区地名编收至县(区)，镇与城区街道办事处等，聚落地名编

选收市区内及县城主要街道及片区、居民区与农村集镇、较大自然村，以及与重

．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地名J自然地名编选收较大河流、山体、海岛等，水

‘利电力交通地名编选收较大水库、闸坝，境内主要公路及重要桥梁、港口等；企

业地名编选收若干大、中型企业及有一定代表性小型企业，文化与历史地名编选

收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及有历史意义纪念地，以及具有地名意义之大专院校，

中等专业学校，省、市、县重点中学，高级职业中学，医院以及有代表性文化设

施，同时重点介绍我市侨乡风貌及华侨、港、澳同胞对家乡建设所作贡献与业

绩。

本《志》共收入各类地名2250条．约73万字。以文为主，辅以地图、照片。

书中所有数字，均以1986年底统计局数据为准(个别情况例外)。

本《志》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地名，今后有关部门所使用地名，应以此为准。

编纂地名志为一项新工作，编者水平有限，资料又欠完整，错漏难免，敬希

高明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九年八月四日



凡 例

一，编排顺序

1．本《志》分为7，编，其顺序为；总编、政区地名编、聚落地名编，自然

地名编、水利电力交通地名编、企业地名编、文化与历史地名编。

2．本《志》地名按行政区编排(自然地名编按各自然属性分类编排)，顺

序为t城区，郊区、新会县、台山县、开平县、恩平县、鹤山县。各县(区)政

区地名编与聚落地名编词目顺序按各县(区)规定行政区顺序编排。县(区)内

水利电力交通地名编、企业地名编、文化与历史地名编词目均按各功能属性分类

编排。

3．正文后汉字索引按笔划顺序排列。

二、词目概略

1．本《志》书截稿至1986年底。截稿后企业地名编若干词条所体现之经济

实体确所变动，释文内时限因而相应作适当延长。

2．地名以县(区)地名机构审定之标准地名为正名，以国家规定之规范字

为准。

3．本《志》共收词目2250条，其中总编2条，政区地名编106条，聚落地名

编1589条，自然地名编97条，水利电力交通地名编114条，企业地名编143条，文

化与历史地名编199条。各县(区)政区地名全收，其余地名选收。

4．地理位置；各县(区)以市城区中心为方位基点，各镇以本县县城中心

为方位基点，各村以本镇区为方位基点。以上距离均为直线距离。

5．本《志》力图反映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地名之由来、沿革与含义。

6．清以前年代用帝王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清以后年代用公元纪年。尚未

能确定确切年份者，依调查研究结果用“赣代，，或“年代，，记述。

7．地名注音用普通话拼音字母拼写，个别地名按当地习惯读音拼写。

8．汉字笔划索引按地名首字笔划多寡顺序排列。首字笔划数相同者，按

《辞海》笔划查字表顺序排列。首字相同地名，按行政区顺序排列。

三、插 图

1．本《志》附有彩色照片40版。

2．本《志》附有古今地名图21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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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人民政府

蓬江两岸展新姿

春燕展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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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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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供电局大楼

浮法玻璃厂镀镜自动生产线

江门市肥皂

江门饮料厂(百事达啤酒

江门浮法玻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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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电池，

江门饼厂

江门甘蔗化工厂

精细化工厂、江门市农型

市棉纺厂纺织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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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造纸厂

江门市海绵厂

江门机械厂

江门市电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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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西区大道

天成皮革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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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鳗鱼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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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养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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