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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所录各类地名范围限于江干区 。

二、本志所列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地名 。

三、本志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均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

绘总局 1976 年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

四、本志使用的各种数字截止于 2005 年年底 。 个别非该年的需冠年

度且不作统计依据。

五、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不作划界依据 。



江干区地处杭州市东部，曾是吴越国和南宋两朝故都所在地。 在杭州

城市发展过程中居有重要的地位。 隋开皇九年 (589)置杭州，十一年州治

廷至柳浦西(今凤凰山东麓) ，依山筑城"周长二十六里九十步" 。 五代后

梁开平四年 (910) ，吴越王钱缪在州治故址筑子城，建宫室，后梁龙德三年

(923) 立吴越国 O 宋室南渡后，于南宋绍兴八年(1 138)定都临安府(今杭

州) ，在吴越国旧址建大内皇城，五代至南宋 380 年间，杭州城市日益扩

展。 宋元之际"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

井坊陌，铺席骄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川、l 郡，足见杭城繁盛矣 O ,, 

成为世界第一大都会，今江干地域内的繁华可想而知 O 明清以后，江干凭

借交通便利优势商贸大兴， "jil i辛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揍"

的商品集散地和通商口岸 O 钱塘江上的木拓一望无际，在阳光照耀下泛着

金光，有"全江干"之美称 O

新中国成立后，江干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使这

片人杰地灵的大陆，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新变化 O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

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大好机遇，经济蒸蒸日上、文化欣欣向荣，市场

繁荣昌盛，城乡建设突飞猛进，社会秩序安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o 1996 年

杭州市区划调整后，原属于余杭区的九堡镇划归江干管辖，江干区面积由

原来 100 平方公里增至 212 平方公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O 随着杭州"城

市东扩"战略实施和"钱塘江时代"的到来，江干区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钱江新城和杭州市行政中心，已在钱塘江畔兴建，一个未来大都市中心城

区，正以她，独特的魅力在江干区的大地上崛起，时代要求有份真实的记

录。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各地编慕地方志方兴未艾。 经过 20 多年努力， ~杭州市志以《杭州市地

名志》 、 《江干区志》等一批地方志书业已问世，有的已在编慕续志 O 我区地

各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杭州市地名办公室统一部署，本着"存史、资政、教

忆"由江干区民政局牵头，在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全区各级领

导和各单位、各部门鼎力支持下，在广大地名干部群策群力共同参预下，

经过三年努力， ~江干区地名志》一书终于编篡出版了 O 这是江干区有史以

来，第一部有关地名方面的志书，它的出版不仅给江干区留下一份珍贵的

地名资料，而且是为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十一五"规划，献上的一份厚

礼。

《江干区地名志》属于专志，其源散见于历代地方志，其流发端在历史

上各有关地名的专著，如《梦粱录机《武林坊巷志》等等 O 然而集地名于一

志而称地名志的，在我区是第一部 O 虽然本志篇章节目图表录和其他志书

相比显得卷扶简短，但从本志中所记述地名史料的现势性、指位性和兼顾

的历史继承性，以及从地名的由来和演变中，仍可窥见江干历史、地理、社

会形态的变化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具有"资治、惠民、教化、存

史"的作用 O

在杭州市委、市政府实施跨江发展战略，杭城不断东扩，全区广大人

民正在"两加快一统筹"战略思想指导下，按照解放思想、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万众

一心奔小康的今天，~江干区地名志》一书的编慕者，确实呕心沥血做出了

贡献。 它作为了解江干的一份乡土资料，不但有益于当代、亦将惠及后人。

为更快、更好地把江干建设成为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人间天堂，愿我们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随

接前人成果，开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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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干地处杭城东部，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经济发达。 明清以降，凭借

钱塘江的水运优势，商贸勃兴 。 勺 Ij)辛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

揍。 "沿江一带形成庞大的木材市场，来自安徽和浙江各地的木材，年吞吐

量达 10 万余两(注) 。 江上木排连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在阳光下闪着

金光，有"金江干"之美称 O 代客转运货物的过塘行木行行行紧挨，据民国

元年(1912)统计，仅木材行即占杭城总数的 88.37% ，足见木材交易之盛 O

日军入侵后纵火，沿江十里尽成焦土，才盛况不再。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杭州"城市东扩"和由 "西湖时代"跨入"钱塘江时代"战略的

实施，江干区遇上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钱江新域和杭州市行政中心在钱

塘江边初现雏形，道路如网，车流若梭，一个繁荣昌盛富饶的江干呈现在

世人面前。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杭州自古就有修志的传统 。 远的不说，仅清康乾

盛世百年间，就有 3 部 《杭州|府志》问世 。 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内外新编地

方志之议日盛，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先后出版了 《杭州市志》 、 《杭州市地

名志》及各县(市)志 Q 我区的地名管理工作始于 1981 年的全国地名普查，

结束后编篡了 《江干区地名资料汇编》。 尔后，经九十年代后期的地名补查

与资料更新，基础资料更为翔实完备。 编篡出版《江干区地名志》的条件业

已具备。 经三年努力，我区地名办公室终于完成了这一光荣又艰巨的任

务，可喜可贺 O

《江干区地名志》分九卷 。 它们是:全区综述;街镇 、社区、行政村;街

巷、住宅地 、 区片;山 、 水;桥梁 、排灌站(闸) 、塘堤、 高层(大型)建筑;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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