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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朝玉

定陶古为中原要地，史称“天下之中”，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远在五帝时

期，相传尧初居陶，舜陶河滨；春秋末范蠡弃官居于陶，汉刘邦登基称帝始于

陶；战国时期。定陶故城扼河、济之要，水运发达，经济繁荣，曾发展为。经

济都会”，c故历代每以国，郡、军，府置此。其后因战乱与水患之侵害，古陶

大地几经沧桑，城廓民居迭次兴废。这些地貌地物的沉浮与隆替，也就是河

山、村庄等各类地理实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正是《地名志》所介绍的基本内

容。它既是认识过去，辨析地名演变的资料书，又是了解现在，促进社会交往

的工具书。它的出版，是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继往开来、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

好事。 ．

地名是自然和人文地理实体的代号，是人类相互交往的重要交际工具。它

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同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

等各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定陶县地名志》，就是将我县政区、城镇、村庄、河

山，古迹、桥闸等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名称由来，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和现

状，囊括于一册之中。它不仅是外事、国防、民政、邮电、交通、测绘、城乡

建设、文教科研等部门的重要工具书，也是感召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乡

土教材；它不仅有利于生产、工作、生活和交往，也可启迪后代，铭记过去，
开拓未来。 ，

《定陶县地名志》的出版，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新硕果，是地名

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标志着我县新兴的地名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进入

了新的历程。但这只是万里征程的开端，希望全体地名工作人员，迸一步在各

级地名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指引

下，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建设定陶，振兴定陶

作出新的贡献。

198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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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陶县地名志》，是在定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中央和省、地地

名委员会的部署，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几经充实修改，历时数年编纂

而成，较全面地记载了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它不仅可为行政管理机关和外

事、公安、邮电，交通、文教、测绘等部门提供标准地名和有关地名资料，也

可帮助了解我县地理、经济和社会状况，．分析和探索地名的形成规律，从而启

迪人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继承过去，开拓未来。使地名更直接地为四化建

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本照详今略古，古

为今用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广泛征集资料，查阅了二十四史、《山东通志》、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太平寰宇记》、《定陶县志》以

及家谱、碑文等史志资料，经过多方考证，反复核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力求准确和全面反映各类地名的必要内容，以期成为我县第一部具有较高政治

性和科学性的工具书。

地名选取：基本与地名普查范围相同。收录行政区划、自然村、名胜古迹

和革命兜念地、主要河流、部分人工建筑物和专业部门等名称，总计1228

条。其中县、乡镇行政区划名称加条，街巷和居民区27条，自然村JfD硒
条，专业部门钙条，人工建筑物"条，河流』D条，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

9条，注销地名6条。

篇目编排：卷首为前言和目录；正文有概况、考证文字材料24篇，条类

地名释文1226条，历史和现状地名图船幅，城市图2幅；卷尾有附录、后记

和地名首字笔划索引。

条目排列：按其地理位置，自上而下、从左向右的顺序，先定陶镇(县政

府驻地)，再其他乡镇；各乡镇也是先乡镇驻地，再以行政村为单位按自然村

的地理位置以同法排列。各行政村未单列条目，而将其行政概况列表附于所属

乡镇篇目之后。各类地名释文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地理位置、名称沿革、

历史和现状等项内容简明叙述。
’

数字引用：因地名普查、编志与付印间隔时间较长，故数字年度不一，其

中耕地、人口数为J『鲴4年底的数字，其他则以注明年度为准。区划面积根据

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按普查区划界量得。地名的方位里程，指直线距离。所用

地面高程，为1956年黄海高程系。 k



．志中所列地名，是经宪陶县人民政府。定政发(J粥J)酊号”文标准化处

理后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地名。今后单位或个人使用地名时，要以本地名志

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须更改某个地名，必须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严格履

行审批手续，方可生效。

’《定陶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了

一大步。应该说，它是人民的愿望，也是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客观需要。

定陶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198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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