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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具有指向性的符号系统。通过对某地地名的由来及分类进行考察

分析，可发现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表征着区域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特征。以吕梁市下辖的交城县

的行政村名为例，通过分析村名，以揭示其与区域地理特征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行政村名；区域地理特征；交城县 

doi:10.3969/ j.issn.1673-9477.2015.01.008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5)01-025-03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

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

和最常用的地理参照之一
[1]
。经时代之演变，地名由

来虽大多湮没于史，但其源于自然或人文地理环境

的现象却鲜有变更。因此，对地名的考证研究，也

可以反映出当地自然及人文地理状况的基本特征。

另外，由于地名中包含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

社会学、方志学等多学科内容。因此为保证研究的

准确性，应对地名进行多方面考察。方志、方言、

民歌等，都是考察地名由来及分类所不可或缺的。 

文章所统计分析的隶属于交城县的 148 个行政

村名，源自中国地名网，且参照《吕梁年鉴》进行

了校对；地名由来参考的主要是光绪版的《交城县

志》、康熙版的《交城县志》、《元和郡县志》、地方

民间歌谣以及乡野调查资料得出；研究中将运用数

理统计方法以及必要的语言分析法，试图通过对交

城县乡镇村名的解读，以揭示村名与当地区域地理

特征的关联。 

交城县现辖于山西吕梁市，为春秋时期晋大夫

狐突故里，西汉时为大陵县属地；隋开皇十六年（596

年）始置交城县（在今古交），因汾、孔二河交汇于

此，故名；唐天授二年（691 年）长史王及善由古交

徙治于此
[2]
，便是今之交城县城，至今已有千余年的

历史。交城县位于吕梁山东麓，扼吕梁之门户，西

据太原，襟文水、方山、娄烦、古交四地，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 

一、村名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 

1.山体与地形。《交城县志》有言：“东北至西

南，横斜至三百里，形如曲尺……环交皆山也，延

袤蜿蜒数百里，沃壤少而瘠土多，俗俭民贫。”交城

县处于祁吕贺山字型构造体系的东翼中部，山地占

总面积的 92.8%，海拔 1000m 以上的山峰 100 余座，

华北第二大高峰孝文峰坐落于此。如此险峻的地势

使其地名多以沟、峪、坡、岭、峁、圪垛（方言，

低洼之地）、圪洞（方言，低洼之地）等为通名；且

此类地名多分布于东北至西南一带，与当地山川纵

横、梁峁相间的地形相吻合。如，沙沟村，峪口村、

东坡村、岭底村、峁底村、申家圪垛村（晋方言：

小山、土丘）、圪洞村（晋方言：低洼之地）等。 

2.水体。交城县自古山多水少。由北奔腾入境

的汾河为其最大的河流，次之为西北境的文峪河。

虽然各河皆谷深涧曲，但其水流多折入相邻各县，

泽被沿川村落者，不过波及之余，民间也有“交城

水，不浇交城浇文水”之说。因此，境内以水体命

名的行政村唯有蒲渠河村、瓷窑村（瓷窑河为古塔

沙河下游，在县东北五里处）、瓦窑村（瓦窑河为步

浑河下游，经县北五里处瓦窑村）、水峪贯村（原为

水浴灌，因临近西冶河而得名）、双龙村（文峪河支

流东岔河和西冶河交汇于此，古代将水视为龙，故

名
[3]
）、会立村（在柏峪河与文峪河交会之处建立故

名）。这类地名仅占总数的 2.05%。 

3.方位。早在《毂梁传》就有“水北为阳、山

南为阳”之说。交城县地形崎岖，山高谷深，东西

难辨，而方位词的指向性正好被地名所用。因此其

地名多用东、西、南、北、上、下、前、后、阳、

底、咀、嘴、头、口等以示其村落的空间相对位置，

且此类地名多选取河流、沟、岭、山等为参照物。

如，东汾阳村、西汾阳村、南沟村、岭底村、光足

村（因位于圆光山足下而名）、前庄村等。此类地名

占总数约 28.08%之多，这也可从侧面反映出交城“山

岭十之八、平川十之二
[4]
”的地理特征。 

(4)物产。由于交城县地处吕梁山区，风蚀严重，

黄土堆积，地形复杂，加之十年九旱的恶劣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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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里除山中林草茂密之外，少有其他物产。因此

地名所反映的物产也极其单调，只有奈、榆、麻、

树、芝兰、草六类，如奈林村（奈，古为沙果，因

村庄处于沙果林中而得名）、榆郡村、树则村、芝兰

村、大草坪村。此类地名占总数的 6.16%。 

二、村名与区域人文地理特征 

1.军事。此类地名所占比重较小，但却集中分

布于所辖西营镇内。此镇除城头村、大陵庄村外全

部以“营、寨、堠”等军事设施为名。该镇历史可

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有言：“赵肃候六年，

游大陵”；“武陵王十六年，游大陵，梦处女鼓瑟而

歌”。大陵即今西营镇大陵庄村，可见古大陵在晋赵

文化中的显赫地位。同时，由于“交城山势盘错、

频历变乱，故多堡寨墩堠”
[5]
，因此绕古大陵县各村

多设军防。如西营、东营、大营均为春秋战国时大

陵县之兵营；寨子村则为所设军寨；石侯村原名“石

堠”，为城之墩堠等。由今繁多的军事地名便可知此

地古城之宏伟，关隘之险要。 

2.经济。《山海经》曰：“少阳之山，其上多玉，

其下多赤银。酸水出焉，而东流注入汾水，其中多

美赭。”此处少阳之山即今天交城县马鞍山一带，山

中矿产资源丰富。汉武帝时在全国所设四十八处铁

官，交城取其一；北宋时在今西冶川一带设大通监，

使交城成为当时全国的冶铁中心之一。因此在马鞍

山一带多有反映冶铁、采煤之地名。如西冶村、陈

台村（交城方言中，“砧”与“陈”同音，“砧台”

古为锻制铁器之处，后传为陈台）、东孟家山与西孟

家山（原为“梦家山”由采矿工人思乡心切而得名，

与姓氏无关）、窑底乡（因位于煤窑之下故名）。此

外，瓷窑村因此地系山西名窑之一而得名，瓦窑村

则是原大陵县官窑“泰亭坊”。由此，从地名便可知

其冶炼、采矿、瓷器的深远历史了。 

3.姓氏。“姓”本义为同一女性所繁衍之群体的

象征。在中国，姓氏同图腾一般是维系民族精神的

纽带，当居民于某处定居便会以姓氏来命名其地。

因此这种特殊的历史文献也可反映出该地历史中的

氏族构成甚至移民状况。此地保留在地名中的姓氏

有：张、王、石、马、申、米、范、苏、裴、惠、

贺、杜、康、燕、胡、逯、双、翟、代。多为“姓

氏+家（庄）+通名”或“姓氏+通名”的结构。如连

家寨、段村、王村等。此类地名占总数 23.97%。 

4.祭祀。地名中也蕴含着其独特的宗教信仰。

《交城县志》记载：“交城小邑，民多茅茨土階，即

有室庐亦仅足以蔽风雨，而寺观转复不少……。”在

县西北部约 20km2 处的西社镇多此类地名，如西社、

东社、南堡（本名为南社）、曲里（本名为中社）等，

均为明代大肆建设寺观所设的祀水社坛。此外还有

多处名为“社堂村”之地，皆因山民设“社”祭祀

而得名。据记载，从明代开始，交城多发旱灾，山

田之水无继者，所以这些社坛多为祈雨而建。这些

因社坛而命名的地名也可反映出温带大陆性气候干

旱少雨的气候特征以及此气候下的人地关系。此类

地名占总数之 5.48%，多位于西北部山区。 

5.方言。考究地名由来之理据不可忽视其方言，

反过来，地名也可反映当地独特的语言特色。如圪

垛村、圪洞村等为晋北、晋中方言之“独创”。另外，

在交城方言中，“隐”与“尾”、“喜”与“兴”、“砧”

与“台”、“横”与“花”同音。所以，后人误传“神

隐沟村”为“神尾沟村”、“广喜村”为“广兴村”、

“砧台村”为“陈台村”、“横尖镇”为“花尖镇”

等。可见，地名中所渗透的方言也具有典型的地域

特色。 

6.其他。交城县还有诸多反映意愿、传说、历

史等的地名，如：兑久会村（古以“兑”为“悦”，

名为长悦久欢之意）、义望村（传为狐突故里，因其

舍生取义故名“义王”，其卒后加亡与头改为“义

望”）、大陵庄（为春秋时平陵县址）等。 

三、结语 

地名犹如生动的历史长卷，记载着一地居民历

代生活的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交城县地名与其山

多川少，气候干旱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独有的人文

地理特征相对应。因此对其地名进行深入分析可推

测该地历史时期的地形地貌、水系分布、物产资源

等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也可追溯其移民、建制改革、

风俗礼制、忠烈孝悌之遗风等人文地理特征。这有

利于充分发挥地名在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坚持可

持续发展以及协调人地关系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也

对交城县“千年古县”的申报以及古村落的保护具

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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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担保体系 

完善担保体系，加大金融信贷投入力度，建立

担保基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提供担保。进

一步完善农村信用社经营体制的改革，加快培育主

要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的农村商业银行。建议

在担保体系中将农业半成品或生长期的庄稼纳入农

业期货担保，加大涉农担保力度和额度，拓宽担保

抵押物的范围，加快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建设农村

新型金融机构，实现乡镇金融服务网点的全覆盖。 

3.创新土地经营权信托新模式 

将土地经营权实行信托，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一种新模式，主要是土地承包人为有效开发

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经营收益，将土地使用权或经

营权在一定期限内自愿、有偿、依法信托与某公司、

农庄或其他主体，由受托人对土地进行经营和管理，

并将信托收益交付给委托人。大力培育这样的公司

型或农庄型的受托人，对土地进行集中经营与管理，

充分开发土地使其效率最大化，实现增值保值的社

会效果，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民与信托受托人的共同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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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Taking Heibei province a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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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Hebei Province has fostered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leading specialized households, the family farms, the peasants’ cooperative society and 
the agricultural leading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Though having 
made some progress in building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system,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still exist. 
The restraints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slow speed of land circulation, small scal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ncomplete policy of powerful support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eeking for breakthroughs of those constraints is the crux to cultivate and 
develop the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Key words: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restraints; scal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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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names in Jiao Cheng county and 
its region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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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lace name is a conventional, orientated symbol system. The unique natural and humanities geographical 
features can be reflec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lace names. This article, taking Jiao-Cheng County as example, 
reveals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villages’ names and their region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Key word: names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regional geographical features; Jiao-Ch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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