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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交往中，历来都起着重要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

今天，普遍使用标准化、规范化的地名，已经成为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舞阳县地名志》就是基于建；

设舞阳、发展舞阳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 {

舞阳历史悠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名资源较为珍；

贵。最近贾湖遗址出土的一批国内外罕见的甲骨契刻符号和；

骨笛等文物表明，早在八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人类已在；

这里繁衍生患。三代已降，。历经沧桑。战国为舞阳邑，秦巳{

置舞阳县。建县两千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名人、名产。汉樊{

哙、吴汉，三国魏司马懿，皆封侯于此。有东汉名将王常、；

前蜀国王王建的故里。又为古代名剑一一合伯剑的产地。今；

产小型麦稻收割机的质量，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 {

为全省重点产烟县和全国烤烟出口基地县之一。自秦置县以{

来，政区屡经析并置废j生产递有消长发展，人口时有变迁{

增长，时至今日，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

的新舞阳。 ；

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封建社会编印的方志中，{

除圣制外，多以地志为首要。然而旧志有“重人物、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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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略地志”的倾向。因此历代地志，只有简略的疆域志，；

而无地名专志。 。j ；

《舞阳县地名志》是一部．具有广泛使用价值和现代水平{

的地名专著。它考证了舞阳地名的含义和来历，反映了舞阳；‘

地名的历史和发展。记载了舞阳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

地理的过去和现在，体现了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叫睁别是；

l 9 7 8年以来，我县各方面的重大变化和成就。它是我县；一j

地名科研的重要成果和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档案，也是难得{

的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地名文献资料。在我县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在我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闻、出。+版、外{

事、公安、’民政、测绘、科研、文教、交通、邮电、、工；

商等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工作中，无疑将发挥其重要一‘作；

用。，～．!。，。，u一．，j+：t‘ 卜。．。一㈡j．|
。

《舞阳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科研事业进；

入了·个新阶段。这是地名工作者和参加编志的全体同志几{

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他们给子孙后代留下的一份可贵{

的文化遗产。我由衷地表示祝贺，并希望此书能得到读者的；

高度重视和广泛应用o {

’这是我县出版的笫一部地名专志。尽管它还不够完善，。；

但是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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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是在首次地名普查之后，根据河南省地名委员会
的统二部署和舞阳县人民政府舞发(84)1 4 O号文件的规定，、

在广泛深入地调查、搜集、考证、核实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了有

关学科的研究成就，遴选具有。定的地理、历史、7语文、+地名、：，
考古、测绘、摄影等专业知识的编辑人员，共同努力编纂而成。，：

，(二)本志为县地方志的一部专志。1它是以地名要素(形、。。

音、‘。义、位、性)为基本内容，力求反映各类地名的历史．争现
状，以及自然：经济、人文等地理特征，以冀成为我县一部继承

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地名专著。 ． ．：

(．三)全书共分八编：除首k尾的总编和附编外，其余六编

共载各类地名志条释文9 9 l篇，其中：政区地名1 5篇，聚落

地名8 6 3篇(不含片村)，自然地名1 2篇，7交通水利地名

2 3篇，名胜古迹地名2 7篇，历史地名3 O篇，企事业单位地

·名2 1篇。 、 ，，’。．
’

’、“r2

：， (四)本志总编中除载有舞阳县地名综述、政区情况一览

表、历史沿革表、行政区划沿革表外，还载有清顺治十五年
(1’6 5 8年)至1 9 5 8年期间的五幅政区沿革地图和六幅历

史地图。附编中载有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命名更名、

地名管理的文件以及与地名有关的人口迁徙的考证文章。还载有
舞阳县新1日地名对照表、重名村庄一览表和舞阳县集、会t一览“

表，以备读者查考利用。附有照片3 o幅，其中彩照1 5幅，集

中排印在全书之首；黑白照片1 5幅和素描图l l幅，插印在相

应的志文之后。
(五)根据我国《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的有关规定，因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既不是政区地名，又非聚落地名，故

未以地名释文载入本志o

(六)本志基本文体为语体文的书面语，必要的语句用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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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修辞，涉及古代史部分，行文比较古朴。除名胜古迹部分，有
适当描述外，一般释文，皆以叙述语撰写。汉字书写形式，以国

家确定的规范汉字为准。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是按《中国地名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拼写。注释，一般用括注。少数不便使

用括注的，为文后脚注。一文一条脚注的，注符用星号，如聋；
一文多注的，为注码，如①②⋯⋯。

(七)本志释文中的年代，一般采用公元纪年，历史性叙述。

中，清以前的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公元前的纪年书写“公

元前"，公元1至9 9 9年的纪年书写，冠以“公元”，公元

1，O O O年后的纪年，只指明x x××年，不用“公元’’二字。

无确切年份的历史时期，夹注相应时期的公元纪年，但不写“公．

元’’和“年”，如清光绪年间(1 8 7 5—1 9 O 9)；农历日

期按一般习惯书写，如初一、十五、廿二o

(八)本志释文中的农田水利建设数字，为地名普查资料I

。 人口数字，系l 9 8 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耕地、工农业产

值和文教卫生数字，为l 9 8 4年统计资料，其它数字，均为
1 9 8 5年至1 9 8 6年实地调查资料o

’

(九)本志释文篇目排列：政区聚落地名编，除县和舞泉镇
。 篇目居首外，各乡、村地名篇目，按其归属，依经伟度自西向

东、自南向北编排为序。其它各编篇目，均按类别，以章，节先
后为蒋o ．

(十)本志于l 9 8 7年8月截稿。截稿后所有变动，只在

时间和技术许可的条件下，酌量增补或修改，一般不再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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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南村民委员会
马北村民委员会
马村 (85)

庞店村民委员会
庞店 (86)

慕庄村民委员会
慕庄 (86)

小刘庄 (86)

郭炎庄村民委员会
郭炎庄 ．‘ (861)

关寨西村民委员会
关寨东村民委员会
关寨 (87)

西潘庄 (87)

华店村民委员会+
华店· (87)

小华庄 (88，
李庄 (88)

大郭庄村民委员会
郭 庄一 (88)

沟陈村民委员会
沟 陈 1(88)

小陈庄 (89)

段窑村民委员会
段窑 (89)

小李庄 (89)

仙庄杨村民委员会
杨庄 (90)

柴庄 (90)

红旗村民委员会
玉皇庙 (90)·

大陈庄 ‘． (9i。)

碾王村民委员会’
碾王 (91)

岗寺村民委员会
刘庄 (91)

宋庄 (91)

岗．寺 ‘(91)

小寨村民委员会
小 寨 (9分’：，

任桥村民委员会

任桥 ’(92)

辛庄 (92)

黄林村民委员会
黄林 (92)

放磨店村民委员会
放磨店 (93)

湾王村民委员会
湾王 (93)

乔庄 (93)

小胡庄 (94)

何庄 <94)

尚张村民委员会
尚 张‘ (94)

孙庄一e (94)

湖西蔡村民委员会
湖西蔡 (94)

张王庄村民委员会
张王庄 (．95)

王徐村民委员会一。
玉徐 (’95‘)r／

沿



王庄 “ ．(95)

前姚村民委员会
前姚 (96)

徐庄 (96)

陈庄 (96)

后姚 (96)

范台村民委员会·
范台 (96)

潘庄 (97)

远庄 (97)

绰陈村民委员会
板张 (98)

薛庄 (98)

绰陈 ‘98’)

章化乡地名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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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化村民委员会．
章化 (99)

何庄 (100)

康庄
’

(100)

大路孙村民委员会
大路孙 (100)

赵庄村民委员会‘
赵庄 (100)

韩庄村民委员会
韩庄 (101)

西魏庄村民委员会
魏。庄-．⋯·(101)

店街村民委员会
店街 (101)

孙庄· (．102)

亢庄 ’。(102)

傅庄村民委员会
傅庄 (102)

裴庄， (1．02)

岔 河 ；(102)

魏楼村民委员会
魏楼 (103)

朱 庄 (103)

辛安乡地名图

刘庄村民委员会
刘庄 (103)

河湾村民委员会
河湾 (103)

简城村民委员会
简城 (104)

程庄 (104)

王庄 (104)

军李村民委员会
军李 (105)

炮张 (105)

湾李村民委员会．
湾李 (105)

绳刘村民委员会
绳刘 (105)

柴庄 (106)

岭张村民委员会
岭张 (106)

高庄 (106)

冯庄 (106)

任寨村民委员会
任寨 (106)

‘榆林村民委员会
●

●

榆林 (107> ’

陈 庄 (107)

桃罗 (107)

老官李村民委员会 ·

老官李 (107)

梅湾村民委员会
梅湾 (108)

孙郭庄村民委员会
‘

郭庄 (108)

朱左村民委员会
朱左 (109)

岭谢村民委员会
岭谢 ·(109)

前古城村民委员会 ，

前古城 (109)

后古城村民委员会
后古城 (1lo) ；l

智王村民委员会 、{
智 王 (“o) i

李吉西村民委员会
李吉东村民委员会 ：

李吉 一 (儿1)

辛安乡⋯⋯⋯⋯⋯⋯⋯⋯⋯⋯⋯⋯⋯、⋯⋯⋯⋯⋯⋯．．．⋯⋯⋯⋯··111

辛安村民委员会
(1 12)

(112)

(1 13)

(1 13)

(113)

瑶璋村民委员会
瑶璋 (113)

胡庄 (114)

杨士青 (114)

西蔡村民委员会
西蔡 (n4)

郭 庄 (114)

臧 庄 |(114)

董庄村民委员会
董庄 (1 1 5)

坑郭 (1 15)

余庄 (115)安寺庄庄李辛罗徐张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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