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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拱墅区地名简志》(以下简称地名简志)是介绍拱
， 墅区地理特征、历史风貌、经济状况的地名资料书籍。它既反

映了地名的历史演变、社会变化、自然变化、经济发展程度等

一切地名的成因规律。是探索本地区地名发展过程的基础资

料和历史记载。是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

， 书。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名在经济建设、交通邮电、户籍管

’理、城市规划、管理、建设等关系上已更加密切和不可分离。俗

。话说：“人有人名，地有地名，人地无名，寸步难行。”一语道出

了地名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

’ 《地名简志》是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民政部(1988)15号

：文件精神及省、市有关地名补查和进行资料更新工作，在

1990年地名补查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共收录各类地名1074

条。它综合反映了本区行政区划、企事业单位、自然地理实体、

． 名胜古迹、人工建筑物以及道路、街、巷等地名的历史和现状，

为社会的各个部门提供了必备的法定性标准化地名资料。为

了便于读者查阅使用书中的资料，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地名简志》内的标准名称，是分别经过市、区人民政

府批准的。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都应以此为准。．
． 二、《地名简志》中各条地名的汉语拼音，均按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法》拼写。

三、《地名简志》中所使用的各种统计数字，是指一九九三

乙



年底的统计数(个别注明者除外)。仅作参考，不作统计依据。

四、图中行政区划的划分界线，只供参考，不作划界依据．

五、本志收录的地名截止一九九三年底止。
。7

一

’地名工作是一项涉及面较广的工作，而且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和专业性，由于我们工作水平有限，又缺乏经验，书中谬

误之处，谨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
。，

<地名简志》编写中，承蒙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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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墅区位于杭州市北部。东临江干区，南与下城区相邻，

西以莫干山路向西沿余杭塘路、余杭塘河(新开河)至杭州

硫酸厂、西北至花园岗与西湖区相连。。北以运河、天子岭与

余杭市为界。总面积约85．77平方公里。以境内拱宸桥、湖

墅而得名。区人民政府设在湖墅北路珠儿潭巷10号。现辖米

。市巷、湖墅、小河、和睦、拱宸桥、东新等6个街道和半山、

康桥、上塘3镇及石桥乡。有141个居民区、36个行政村。全

区1993年末有82557户、249213人(其中农业户14204户、

35801人)。民族以汉族为主，有少数回、满、蒙古、畲、壮，．

布依、朝鲜、侗、瑶，土家族。
‘

’‘

本区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在今：

上塘镇的水田畈、范家角一带繁衍生息．自秦至唐，t隶属钱

塘县；宋至清属仁和县；1912年始属杭县，1927年建杭州市

为杭州市第八区和第六区。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市人民i

政府决定改第八区为拱墅区。1959年为拱墅区人民公社联

社；辖区扩展到上泗、留下、三墩、东塘、良渚。1960年4

月为拱墅区人民公社，管辖范围除城区部分外，辖祥符、上

塘、康桥三个公社”。1961年7月恢复区健制，1969年5月

将3个公社划出，同时划入西溪街道，1972年西溪街道重新；-

划归西湖区。1990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杭州市拱墅区、 ，一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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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区。设立新的拱墅区，以原拱墅区、半山区的行政区域。’ ，

为新设拱墅区的行政区域。，。 |

本区东北枕半山，西贯大运河，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平 ：
地平均海拔4．5米，境东北多山岭，主要有半山、老虎山、青 ‘j
龙山、元宝山(黄鹤山)等。皋亭山海拔361米，为本区制 。1

。高点。境西南为平原地带，河道纵横交错，有京杭大运河、新 m

开运河(小河)，古新河由南而北流经境西；余杭塘河、胜利

河、康桥新河等与京杭大运河沟通；上塘河由南而北折东出

境。古今杭城诸路水系均汇入流经本区的京杭大运河。 ．．

’”

一∥ 本区属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16℃左右；最

热月(7月)平均温度约32‘|C左右。年降雨主要集中在3至 ，、

‘4月份和7至9月份两季，年降雨量为1480．6毫米。，夏、秋

季有台风影响。年日照在1750小时左右，无霜期250天左右。 ，

本区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7％。绿化复盖面积1271．51万 一

：

平方米(其中山林绿化复盖面积980万平方米)。土壤呈中性， · j

宜种水稻、络麻等。 一 ’，

’

’

．， 本区古代系海湾，半山为海岛，．周围泥沙淤积逐成陆地，

故有江涨之名。隋唐以来，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业 ，

：．

的发展，杭州政治i经济、文化发达。作为杭城北大门的本 。静

区，也得以繁荣和发展，在大关桥、江涨桥一带遍设河埠。宋

时有江涨东市、江涨西市、北郭市、湖州市、毕道红市等集， 一’。

市。苏、常、秀、淮、广等地稻米均在此集散i元代，“北关 一
。、

夜市”成为钱塘八景之一；明、瀵时又增设北新、夹城、德
‘ 3

胜桥、归锦桥(卖鱼桥)等市，有。十里湖墅”之称。方固

十余里，寺庙棋布，人烟稠密。、有旧桃源、云锦台、眼网山、
+。

：

亚父山、金鹅顶、结集岩、梳妆台、游龙洞、浴龙池、喷玉 ；

．2．
，

一《



泉，冯氏并等半山十二胜景和半道春红、花圃啼莺、夹城夜

月，陡门春涨、江桥暮雨、西山晚翠、皋亭积雪、自荡烟村
’

。等湖墅八景。后传又有。马头春色”、。圣塘樵歌一、“姚庄夜

。 市”、“东关红叶”四景，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昔时，每年
“

。2至4月．春游进香者纷纷至沓而来，一时成了杭城风俗之

一。数千年几经沧桑，新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突飞猛进，半山。

～公园山灵水秀，花木扶蔬，掩藏了“半山十二胜景，，十里湖

墅长街闹市，堙没了“湖墅八景”。
。‘‘

，

， ．

本区共有街(路)巷(里、弄，坊、村)1074条。水陆

一
j 纵横交错，交通方便。京杭大运河纵贯全区南北，与上塘河、

} 下塘河等10余条主要河道构成内河航运网络。穿境而过的沪
’

杭、宣杭铁路和纵贯境内的“320国道"以及“104国道”把
’ 江、浙、沪经济区联成一片。杭州机场距辖区中心仅6公里，

} n 有飞往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和直达香港、日本东京的航班。杭．．

．州铁路货运编组站、省汽车运输公司杭州客运站均在境内。湖

· 。，墅南路、湖墅北路、莫千山路、和睦路、丽水路、夹城巷、长

} +板巷，哑吧弄，大关路、上塘路、绍兴路、东新路、沈半路、

． 半山路、石桥路、电厂路、石祥路等是本区的主要交通干线．

3、17、26、151、1530 312、313、321。329，333、347、502，、

511、513、532等14路公交线路的汽(电)车的起、讫点设

． ；在境内，可通往杭州市区和郊区以及风景区。 ，

{ 本区是一个城乡兼奄、亦工亦农的区，是杭州新兴的冶
‘

‘，金、机械工业和有悠久历史的轻、纺工业区。现有部、省、市，
。； 属企业单位约500余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

．‘4“ 州制氧机厂、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华
： 车造纸厂等。可灌溉农田10万亩的德胜坝翻水站亦在境内。．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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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墅路、台州路、东新路、+半山路两旁商店众多，街市繁荣。

卖鱼桥、拱宸桥一带的集市远近闻名，一为本区的商业贸易中
， ’心。 、、．·。

二．

_
’

． ‘．÷

本区在lo多年改革开放中，工业企业迅猛发展，区属。
一 ．乡镇、街道、合资、独资企业齐头并进，初步形成了机械制

一 +造、电子电器、建材化工、造纸印刷、纺织印染等五大骨干

．． 行业，能够生产和制造多种门类的众多产品，有数十个产品
， 获省优、部优以上称号。其中液压工具、电视机，针织品、雨

．， 伞、服装、皮革制品等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地区的几十个
。

国家，成为全区国民经济的支柱。辖区内商业网点星罗棋布，

商店：饭店、宾馆、旅馆等服务行业到处可见。各类大小农

贸市场有22个。初步形成产品较全、资源充裕、市场活跃，
‘’

经济繁荣的城乡商业贸易网络，并与全国，|：20余个省、市建立

一了良好的长期业务往来关系，搞活了流通、满足了城乡人民

的生㈣罨要，促进了全区经济和城乡建设的发展。9 j“
．

、 本区现有耕地面积21350亩，其中粮食水田18815亩，蔬 一

， ，菜地2300亩，荸荠、慈菇等水生作物90亩。另有茶园约560

亩，果园413亩，淡水鱼塘2500亩。全区有各种专业养殖户

1200余户，大中型养殖场18个。1993年粮食总产量7896．82
， 吨，茶叶15．07吨‘，各种水果106吨，甘蔗317．5吨，荸荠84．

2吨，油菜籽42．56吨，蔬菜、瓜类23728．8吨，家禽饲养量：

520812羽，生猪饲养33963头，年内肥猪出栏66062头，鲜奶 ；’

产量3219．5吨，淡水鱼起水量为776．5吨。1993年，全区工
’

一 业总产值310281．81万元，农业总产值6116万元，企业总产

值347174．03万元，利润为7087．93万元，税金10124万元。，’

一农民人均收入2019元。 ．1 ·1 ·

，‘4。．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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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建国以来，文教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境内有各类 ，

学校49所．幼儿园80所，敬老院14所，医疗卫生单位14个，

影剧院10个，图书馆(室)10余个，文化馆(站)11个，公 ，

园4个。游泳池2个。拥有3000座位的中型室内体育馆1个，

以及灯光球场、舞厅等文化娱乐设施。 一
‘

，

’

本区在城市开发和建设中，已出土不少古代文物。1958 一

年和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半山的水田畈和范家角一带，发

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遣址，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其中 。、

有房舍遗址、水沟坑、灰坑痕迹和3个墓葬，出土多种植物
。

种子和一些生活用的陶器等(见鬈杭州史注')，，“水田畈文

化”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掘，对研究上古时

期杭州西、北地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境
。

内半山西部的马岭山、仙家山等地发现唐、宋、三国时期的

墓葬，出土了不少殉葬品，距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至七百余

年的历史．文物中有四千多年前“良渚文化”的代表黑釉陶l
一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布纹、四曲纹陶器；西汉、两
+。

晋时期的原始青瓷等。唐、宋的遗物更是屡见不鲜．1983年，． ，

从仙家山出土两面南宋铜镜，其中一面铜镜为带柄凤纹镜，镜 。

面光洁、纹饰精致。此外，还出土不少宋、元、明代铜币．据．

有关部门记载，半山周围还有不少古墓葬． ．

．

本区古为杭城北郊要塞，半山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

战国的吴、越到宋、元、明三代，都曾在此筑堡修垒以拒敌。

钱王塞城址至今隐约尚在。《寰宇记》载：‘‘皋亭山有石城，周

围十里。”即指此。湖墅德胜桥一带，为南宋名将韩世忠掩击～ 。

叛将苗、刘一举得胜之地，故有得胜(德胜)桥名．辖区内

还有接待寺、珠儿潭、霞湾巷明代建筑等古遗迹多处。建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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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的三孔石拱桥(拱宸桥)，为市 {

级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的香 。
j

积寺石塔，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j，一． ：一．-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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