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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名是人们给一个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的特定地理空间的专有名称。

已经命名的地名无所不在，远至宇宙、银河系、太阳系、月球、小行星，近至本国、本省、本市

(区、县〉以至家门口;大至世界、大洲大洋、国家，小至某一具体地点，从悠远的先民时代到我按

下键盘这一刻，存在着无数地名，也消失了无数地名，而新的地名又随时在产生。但无论哪一个地名，

都应该是专有的，唯一的。所谓相同的地名，实际只是它们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相同，而不可能完全相

同，否则就失去了存在和使用的意义。

地名一般是由专名与通名组成的，并且都与特定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联系在一起。以建德市为

例，建德是专名，市是通名。作为专名的建德，可以追溯到公元 221 年(魏文帝黄初二年〉吴王孙权

封孙韶为建德侯。 按照当时的制度，会划定一块地方作为孙韶的封邑，被称为建德侯国 。 因此而形成

的地名"建德侯国"中，建德是专名，侯国是通名，其地理空间是固定的，即建德侯国的法定范围 。

至吴大帝黄武四年 (225 年)置建德县，专名未变，通名己由侯国变为县，其地理空间也随之变化，

一般会有所扩大，但限于史料无法确证。 隋大业 (605~617 年〉末(确年无考〉废，唐武德四年 (621

年)复置，武德七年 (624 年〉复废，永淳二年 (683 年〉复置。 1992 年撤县建市，其通名由县变市。

在通名变化的过程中，其地理空间也有变化的可能。 即使在其专名不变的年代，也不能排除其地理空

间有过调整变化的可能性。 在法定的"建德县"被废的年代，作为专名的"建德"和作为地名的"建

德县"还可能存在并被使用 。

另一方面，建德这个专名又被用于其他通名 。 如南宋咸淳元年 (1265 年)，以严州置建德府，治

所即在建德县。元至元十四年 (1277 年)又改为建德路，至明初 (1368 年)又改名建安府，其间治

所亦在建德县。 1949 年设第四专区，旋改为建德专区， 1950 年 3 月撤销 。 1955 年重设建德专区，至

1959 年撤销。 通名的不同，意味着建德府、建德路、建德专区的地理空间不同于建德县，而建德府与

建德路、建德专区的地理空间是否相同需要根据其法定范围辖境来确定。

专名与通名完全相同的地名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内可能出现重复，如五代吴顺义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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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927 年〉改至德县置建德县，在今安徽东至县， 1914 年改置为秋浦县。这个建德县与前述建

德县在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位置完全不同。县以下的地名中，专名与通名完全相同的现象比比皆是，

必须严格区分。即使就建德县这个地名本身而言，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也还有隶属和管辖的变化。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建德县分别隶属于三国吴吴君f~，西晋和东晋吴郡，南朝宋、齐、梁、陈吴郡，唐遂

安郡、东睦州、睦州、新定郡，五代吴越睦州，宋两浙路睦州、严州、新定郡、遂安军、建德军、建

德府，元江浙行省建德府安抚司、建德路，明浙江布政使司建安府、建德府、严州府，清浙江省严州

府、严州军政分府，民国浙江省金华道、浙江省、第六行政督察区、第四行政督察区、第十一行政督

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第四专署、建德专署、金华专署、杭州市。建德县、市的辖境所占的空

间范围也在变化，在此范围内部还有县治的迁移、辖区名的变化和辖区范围的调整，这还没有包括其

间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

地名的通名既来自人文和社会因素，也来自自然因素。人文和社会因素中最普遍的是行政区划，

如郡、县、国、侯国、邑、城、州、府、道、镇、路、军、监、堡、寨、司、省、都司、卫、所、将

军、伯克、佐领、专区、区、市(特别 、 院辖、直辖、省辖)、自治区(州、县〉、盟、旗等，还有县

以下的聚、乡、亭、镇、务、都、图、村、屯、站、里、坊、保、甲、街道、社区、团、苏木等，还

有不少聚落性的或地域性的专名，如胡同、街、路、巷、弄、里、铺、卡、窑、坝、院、组、场、连、

队等。至于由人工设施、人造景观所形成的地名就更多，更丰富了，如建德的桥、渡、亭、寺、院、

庵。自然因素的专名不仅有山、水、河、湖、泊、淀、溪、源、潭、峰、岭、岗、峦、洞、崖、岩、

峡、壁、口、泉、瀑、海、洋、岛、屿、矶、沙、沟、湾、港、汉、曲、戈壁、山口、雅丹、岩溶、

石林、土林等，还有不少富有地域特征的地名，如建德很普遍的坞、坪、坑、塔、源、蓬、墩等，南

方一些地方的洪、港、柳、浦、荡、漾、滩等。

地名的专名部分字数不一，有仅一字者，也有多至数字以至十余字者。专名中固然不乏古今中外

唯一的，或没有任何地理坐标以外意义的，或虽有而目前已经无从考证者，但更多的是由有具体意义、

特别是有地域特色的词汇构成的。如建德的地名专名中就有本地的姓氏、植物、矿物、吉祥语、人物、

数字等因素，其他地名专名中更会有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民族、宗族、祥瑞、析愿、天

象、灾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这些专名与通名组成的地名，不仅是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地理空间

的特定名称，也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反映了与此地名有关的历史和文化，是当地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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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

地名的准确定位和记录是地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 地名的收集、记

录、考证、汇编，对于国情调查、行政区划、环境保护、经济建设、发展规划、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国家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由政府主管部门定期编篡地名志是一项必要的制度。

建德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经济发达，山川秀丽，在其古今地名中有充分反映，地名资源得天

独厚 。 在建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指导下，地名工作者广泛收集，深入调查，认真研究，严格规范，

准确定位，编成这部《建德市地名志))，是建德市市情调查、地理信息、地名规范和文化建设的重大

成就。 是以不揣浅陋，稍抒管见，以应主事者雅命。

葛剑雄

2015 年 7 月 9 日

(作者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复旦大学教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

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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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部地名志一一《建德市地名志》编印出版了，这是我市民政事业发展的一件喜事，也是我

市社会建设领域的一件喜事。

地名是文化的传承，是人们从事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的必需媒介，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公共产品，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工作。做好地名工作，事关百姓生活，事关一方经济社会发展，

挖掘、传承和发展好地名文化，是我们民政人的责任和使命。

建德在浙江文明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2006 年，时任中共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

志发表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开篇中就写道: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建德人"

的足迹。

古往今来，自然的赋予和人类的社会活动，不断地丰富着建德这方土地的地名信息。丰富的地形

地貌，赋予我们新安江、富春江、七里洗、乌龙山、大慈岩、灵栖洞等等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春秋时

期伍子青途经建德，孕育了青岭、青源、膏溪、膏村、青口等地名:东汉太守朱买臣为我们留下了朱

池、朱池岭、朱公寺、招贤里、招贤桥等地名;睦川、|、严州、梅城、寿昌、三都、航头、大洋、白沙、

永平、 三河、李村、新叶、万福寺、玉泉寺、严东关、龙山书院这些千年古地名、古村落给我们留下

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屏山书院、双峰书院、严州中学、寿昌中学、建德医院、新安江水电站、自

沙大桥、新安江火车站、新安江广场、府东社区等等百余年以来不断涌现的地名，反映着不断改善的

民生状况、也反映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建德的许多地名闻名遐迹，引得诸多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诸多传世之作，部分收录在本志附录

"地名艺文篇"志书藉此增强了可读性，读者藉此可更深入地了解建德。

编篡《建德市地名志>>，缘于 2010~2011 年浙江省开展的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试点工作。第二次

地名普查工作，把自第一次地名普查以来三十年形成的地名管理工作进行了梳理，为《建德市地名志》

编篡形成了一定的基础。

本志的出版，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徐建华、祝军、吴引引三任副市长在分管民政工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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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重视地名管理、地名普查和成果转化工作:得益于建德市民政局以邹涌泉同志为代表的各任地名

办人员，他们为编篡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档案:得益于建德市民政局胡建斌同志的敬业负责、孜孜以求，

他出色地挑起了编篡工作的大粱。同时，各有关部门、乡镇(街道)为此做了大量的支持和配合，黄

建生、朱睦卿、邵小坤、邵德成等本土专家参与编审、校订与指正。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亲自为本书

作序，并给予充分肯定。作为《建德市地名志》编篡的责任单位，我谨代表建德市民政局对以上同志

及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各方对编篡本志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建德地名文化博大精深，编篡中也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

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水平有限，勉是为序。

包海洋

2015 年 8 月

(作者为建德市民政局局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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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地名由来浅说(代序)

(一〉

建德地名源远流长。今建德之地， 春秋时为越国属地，秦时为会稽郡属地，汉时为会稽郡二十六

县之一的富春县地。据《三国志 · 吴书 ·孙韶传)) "孙韶，宇公礼……权为吴王，迁扬威将军，封

建德侯"其时为魏文帝黄初二年 (221 年)。吴孙权黄武四年 (225 年)，分富春置建德县、新昌县，

隶吴郡。"建德"作为县名始于此。晋太康元年 (280 年) ，新昌县改名寿昌县。"寿昌"作为县名始

于此。

地名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结果，可以说，有了文字记载，就有了地名，特别是自然地

理实体地名。建德市地处浙西，是连接浙中南、通往闽赣皖的枢纽。建德置县之前，其境域就有了许

多的地名，只是限于文献资料的流传脱节，才使后人无法获知。在《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宋

史》等官书中，相关的地理志部分都没有县以下地名的记载。《元丰九域志》在"睦川、1" 条下，记录

了"建德，望，九乡，有三雄山、新安江、东阳江、七里潮。" "寿昌，中，州西南一百一十五里，四

乡，有天井山、寿昌溪。"现存南宋淳熙《严州图经)) [今所见之《严州图经》为由陈公亮重修、刘文

富订正的南宋淳熙十三年刊行之本，前有绍兴九年刊行的董其主修、喻彦先检订的《严州图经)) ，已

无存世。 全志以下视情在《严州图经》前加"绍兴"或"淳熙"若不加纪年则指淳熙重修者。 ]才

留下了"乡里"地名。在《严州图经》中相当于行政区划类的地名建德县有 9 乡、 19 坊、 40 里，寿

昌县有 4 乡、 17 坊 、 22 里 。 其中建德有 13 个、寿昌有 6 个，如字民、双桂、马目、龙山、仁丰、自

艾、永平等，均为今日仍在使用的、比较熟悉的地名。《严州图经)) "建德卷"中还留下的各村、渡、

滩、寺院庵观及其他独立建筑或构筑物、地理指向明确的地名达 156 个之多。其中村、渡、滩类地名

中，除个别的今已不存之外，大多仍在继续使用之中，均为现时标准地名的专名 。 也有一些地名，在

北宋，甚至唐代或更早，就有了现在人们仍在使用的地名，如幽径山、下笠源、长汀源、膏口、朱池、

青村、黄饶、翁村、杜塘、招贤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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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德地名丰富多彩。其由来，与地理环境、历史人物、典故、风土人情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密不可分。根据对全市行政区划、建制村、自然村落居民点和城镇街巷里弄的地名渊源分析，可得

到一个较为粗放的归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德地名的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

以方位而得名。建德是一个山区县，村落分布大多沿源流、依山麓，故而形成上下、前后、里外、

高低之别的地名，如外方、里黄，上姚家、下姚家，前源、后山，高庵、低庵，东源、西源;也有些

是以其他的实物体为参照物而形成的，如树下、大坑底、庵口、四垄口、桐源口、南浦、臼山后等带

有方位字的地名等。

因山而得名。此类地名，其数量在建德相当可观，或是因为村落驻于山脚而以山为名，如吴山、

南山、明山、过浴山、古城山、凤山、塘下山、黄泥山等;或是村庄就坐落于山腰或山顶的，如南山

顶、王山顶、大库顶、汪山、姜山等。因为先有山，再有村，故而不论依姓氏来称山名，或是以旧有

山名来命名村，都是十分自然的 。

因水而得名。此类地名，为数也不少，如寿昌就是因有寿昌溪而得名((郡县释名 · 浙江上)) : 

以"邑有寿昌溪也"。有的则直接以水而称名，如桐溪、甘溪、松溪、潘溪、洋溪、乾潭、清潭、大

洋、 三河、琅源、过塘源等，它们直接以溪、源、潭、河等涉水之字为专名用字。

因其他地貌而名。除了因山、因水而名外，更多的是与地貌有关的地名，如专名中带坞字的，如

冯坞、骆坞、梅来坞、黄坪坞、岩塘坞、朱几坞、毛红坞、羊毛坞、高义坞、画坞、松源坞等，让人

一昕就知道村落所处的大致地貌:有专名中带坪字的，如周家坪、黄栗坪、茶坪、桥头坪、朱山坪等;

有专名中带坑字的，如雅坑、杨坞坑、山坞田坑、但坑、遥岭坑、富荣坑等;还有专名中带塔(山间

平坦之地的意思)字的、带岗字的、带岭字的等。

因具体地理实体为名。通常指因早先有桥、渡、亭、寺、院、庵等地理实体，后有村落的，或是

有庄户建了某种地理实体而以其为名的，如上桐桥、永嘉桥、杨村桥、连木桥、龙溪桥、 渡息桥等;

如万福寺、幸福寺、乌金庙、庙后、庙边、圣殿后，亭子边、凉亭外、站边、金峰亭、石喝、蔡郎坝、

密山坝，麻车、瓦窑铺，再如西门街、总府街、育才路、新电路等。此类地名，因为具体实体之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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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明确，逐渐地就成了其他地名的专名。

因姓氏而名。据 2005 年 8 月全市姓氏专项调查，全市有姓氏 509 个，冠以姓的专名条数，为数

不少。如洪家庄、毛家、叶家、叶村、汪家、杨家、李家、李村、胡塘、陈店、项家、项墩头、赵家、

方家、方家坪等以单姓而名的;也有少量以两姓而名的，如黄盛、上吴方、黄源邵家、浪彩、孙蔡等。

有的是与其他各类通名用字相结合成名的，如傅家坞、林家庙、杨垄源、林家蓬、 卡家蓬、徐塘源、

包家贩等。

因植物矿物而名。建德森林资源丰富，树竹种类繁多，以植物矿物冠名的地名的为数不少，如紫

树坞，就是以村落处所山谷多梓树而得名，后说为紫树坞的。此类地名，有赤树岭、竹源、茶叶坑、

柏树下、柿树下、焦树湾、芭蕉塔、桑园、枫树坞、挪梅坞、松源坞、榄树底、杨柳塘，荷贩桥、荷

花，铜官、五宝山、乌石、乌石源等。

因吉祥语而名。人们祈盼丰收、吉样，邻里和睦，反映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因之也形成了一定数

量的此类地名。如丰产、利群、幸福、新叶、新和、和睦、儒博口、禹甸、里仁桥等。如儒博口的来

历，据民国《寿昌县志》载，明嘉靖年间，岁贡生、南康府通判翁宠居官清介，清慎自守。致仕归乡，

死后葬于此。人们希望能多出像翁宠这样的读书人，故取名儒博源。因村在儒博源水口，故名。

因组合而成名。此类地名以建制村或其他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情况下形成的地名。如双泉村，就是

在建制村规模调整过程中，由原来泉山、小泉两村合井，以两村均有泉字而合称双泉。此类情况在 2007

年 7 月村规模调整中形成的居多，如曹源、千源、三元、丰和、联和、春秋、岭源、大唐、圣江等等，

原来也有部分这样的地名，如千鹤、徐韩等。

因人物而名。此类地名不多，但极富历史信息。如朱池、招贤桥与(汉)朱买臣有关:三都、翁

村与宋兴有关:大贩、晋岭等与伍子膏有关。据民国《建德县志》载"在城西三十里，山上有池，

朱买臣常寓此，涤砚于池，后人因名朱池。"

因数字而名。此类地名不多，大抵为民国时期农村设保，解放后，即以保的序数为村名，如大同

镇三村、四村、劳三等;或是有的因距某地的里数等名得，如十里埠、 三里亭、七里坑等。有的数字

地名，很为奇特，如十八桥，昔年称名机头村。村分上部、下部两小块，其间有一石桥连接，称名石

板桥;又因"数符十八，故云十八桥"村以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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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名是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其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外，也因为有官家名士、文人墨客，还有

"草根"的乡土文人，因吟咏、或记游、或赋词、或立碑等佳作而使地名广为人知 。

地名既然是一种文化遗产，所以就应本着"求真求实"原则，对引用前人的内容加以一一查考。

在编篡本志过程中，编篡者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去求证，共纠正误记地名 36 条、补证原聚落点地名 197

条、增记新聚落点地名 198 条，增记和丰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681 条，归集历史地名 357 条、补记历

史行政区域地名 77 条 。 如严州府的设置时间，之前有洪武元年、八年及其他年份的记载，但编篡者

最后从《明史 ·地理志)) <<明太祖实录》查得确切的时间为"圭寅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即 1362 年)

二月"即明朱元璋的军事政治力量占领严州之域后，而非原先认为的大明建国之初。如洋尾， 本写

作 "洋?潢黄

字的发音入手，结合字音、字义、其支流的河床比降等方面的因素，提出洋清之得名，是因支流端急

汇入兰江、形成似泉水翻涌的样子 。

在编写梅城镇城西村千鹤地名词条时，知其为千家与鹤泉的组合地名 。 在《建德县地名志》中，

仅表述"下高为鹤泉的方言谐音转变而来"就此无了下文。 于是，编篡者查证"阜"的字义，以求

从中寻找得名的原义。由此，最后将"下高"词条完善为"苦年，这里是新安江畔的沼泽地。 文化人

取 《诗 ·小雅 · 鹤鸣 ))鹤鸣于九呆，声闻于野'旬，名其地曰鹤泉，以方言音近说为下高。 "

在对待官家名士、文人墨客、乡土文人而衍生的地名文化上，编篡者从古旧方志、新编诗词集中，

精选了历代山水地名诗 114 首、风景组诗(八景诗) 9 组、地名散文 18 篇，作为《建德市地名志》的

延伸阅读内容。 我们相信，看了真山真水后，再读一读文人笔下的建德，你会更加热爱这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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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以及《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依照《地名

分类及类别代码编制规划>> CGB/T18521--2001) ，并参考浙江省民政厅开发的地名志系统，结合建德市

实际，提供准确详尽的地名资料，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本志收录山川陆地等自然地理实体，行政区划、居民点和部分经济地理实体等人文地理实体地名，

阐明地名的由来、演变、含义，标明地名的标准形式，以适当反映经济和社会概况。

三、本志以建德市现在的行政区域为范围，以收录当今地名为主，兼收主要的历史地名(古地名)。

历史断限，上限不定时间，尽可能地溯及其源头:下限一般截至 2011 年年底，极个别重要内容记至 2014

年，地图资料截至 2013 年 6 月底 。

四、本志卷首设全市地图、地名照片、序、凡例。正文按地名分类，内容设编、章、节、目来安排内

容。 编的安排，以《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CGB/T18521--2001) 的顺序为准，适当调整中小类

的排序。 为了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与存史功能，增加历史地名、地域特产、地名艺文等。

五、行政区域及建制村的排序，根据地形特点，按水流"自上游而下游"的顺序编排:自然村排名依

此，极个别作适当调整。公路、铁路，按里程数"自小而大"的顺序编排。

六、为了增加各类地名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避免地名类别之间的人为割裂，将以生活为主要功能的

街区(市政)道路纳入居民点下编排，公路、铁路的桥隧工程地名紧跟线路编排。

七、本志对由有关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的人文地理实体地名的采录，坚持"少而精" "代表性"原则，

依照相关的标准取舍。

地域特产的采录以"产品(产业)与地理直接相关"为原则，即以是否为地理标志产品为原则，既考

量生产 (种植)历史，也考量其产量 (产值)规模。在相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别地也可以同样生产的，

即便有相当的荣誉等级，也不予选录。

地名艺文的采录以"诗文与地名直接关联"为原则，选收部分历代记述、题咏境域内历史、地理、景

观的作品，以此作为历史钩沉的一部分，彰显和深入展示建德市丰厚的历史地理文化。

八、所列统计数字，截至 2011 年年底，特别注明时间的，依所示时点(时限)为准。志中所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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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街道、乡镇及相关单位提供，不作其他依据。

九、历史纪年 ， 原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先写朝代纪年(汉字标示) ，后括注相应的公元纪年

(首次出现时，其后均省略)。少数地方，为阅读方便，民国的直接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中"建德、寿昌并县时"特指" 1958 年 11 月 21 日" "2007 年建制村规模调整时"特指

"2007 年 7 月"具体行文时，简写为"并县时(前/后) "和 "2007 年 7 月" 。

第三编、第十一编中的"解放前后"特指 "1947 年至 1950 年建立小规模乡这个时间段"在首次出

现时作括注"解放后"于建德县而言指 1949 年 5 月 5 日之后，寿昌县则指 1949 年 5 月 6 日之后。

十一、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按照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颁发的《中国

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拼写、标调，对个别地名方言，按习惯用方言标音。 标准地名汉字与汉语拼

音需占两行的，为阅读方便起见，汉字与汉语拼音分行标注。历史地名，本身实体己不存在的，不加注汉

语拼音的标注形式。

十二、本志标题格式、标点符号使用、数字书写、计量单位名称、图表处理，均参照国家相关的规定。

在地名得名的解释性表述中，一般仍用非公制计量单位。

十三、引文中不作注释。不同版本旧志中两个相同点之间的距离可能不一致，引用时遵从原文，不作

调整。 引用旧志或其他载体原文，原本缺字或无法认清的，以"口"相代。复制的古旧地图，地名用字与

现行不一致、或有错字，不作改动。

十四、为精练表述，出现同类地名罗列时般只保留最后一个地名的同类通名用字 。 俗称通名用字

仍用于标准地名中，但在得名的解释性表述中则采用标准通名用字。地名中有他类地名通名用字作其专名

用字的， 一般加上其标准的通名以示区分。

十五、本书中出现的经纬度、高程等相关地理信息，均出自浙江省地理测绘局 2009 年出版的 1 : 10000 

地理基础图。故而，少量数据与行政勘界、与第一次地名普查时的值存在一定的误差。

十六、正文后附《地名索引)) ，以拼音排列法排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