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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区域地名研究是从不同角度对一个地区地名的研究．它是地名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并对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地名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一个地域地名的总体特 

征，地名的命名、含义、分类、分布、价值、演变、管理以及不同区域地名的比较等。区域地名研究的主 

要方法是文献考证、数据统计、比较分析、实地调查、运用地图等。 

关键词 地名学 区域地名研究 主要任务 研究方法 

研究某一区域内地名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规律，并探索这些特点和规律的形成与该区域 

内各种自然的和入文的因素之闸的关系，这一地名研究领域，谓之区域地名研究。区域地名研 

究是地名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地名学是地名学的分支学科，如同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 

的分支学科一样。区域地名研究与地名学研究的关系，有如树枝和树干，虽然二者之间有明显 

的不同，但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问题很清楚，如果没有近十余 

年地名学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也就无从谈起区域地名研究。开展区域地名研究是地名学深入 

发展的需要，因为区域地名研究可为地名学的成长提供有益的“营养”，即为地名学理论的充实 

和完善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典型例证。同时，也为地名学理论的应用和检验创造机会与条件。鉴 

于我国的地名学还处于初创阶段，是一门十分年青的新兴学科，因此，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区 

域地名研究，是摆在地名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区域地名研究是以某一区域内的地名为研究对象的。这里的“某一区域”是个模糊概念，所 

指是广泛的。或者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如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等；或者是一个行政区内 

的部分地区，如河北省平原地区的地名研究，北京市西山地区的地名研究等；或者是跨几个行 

政区的自然地理单元，如研究黄土高原上的地名，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名等；或者是几个 

行政区域的交叉部，如鲁西南、豫东、皖北地区，称作“某集”的地名特别多，可以作为一个区域 

专门研究这里的“集地名”。还可以选择一条河流、一条路线、一段海岸线、一条山脉等，研究其 

沿岸、沿线以及山谷、山麓的地名。总之，对区域地名研究的“区域”，应从较广阔的角度去理解， 

不必仅仅限于各级行政区域。 

区域地名研究课题丰富多彩，归纳起来有以下1 0个方面。 

1．该区域内地名的总体特点。特别要注意有没有 引入注目的具有主角形象的地名群组。 

因为这样的地名群组最鲜明地反映出所在地域的地名总体特征。如河北省围场县中部以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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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地名特别多，即头号、二号、三号⋯⋯二十号、三十号、四十号⋯⋯七十五号、七十六号、 

七十七号⋯⋯八十号、八十五号等。这样的序号地名显然是该地区地名中的主角．其形象十分 

醒目，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产生立即予以研究的欲望。又如四川盆地中称作“某某场”的地 

名堪称该区域内的主角地名。抓住这一类地名的研究，也就抓住了四川盆地地名的总体特点之 
— 端。 

2．该区域内地名的分类。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和 

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地名分类法。不同的地名分类法又产生不同的地名分类系统。例如．以 

地名通名分类，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中，又可分为山名、河名、湖名、海 

名、高原名、平原名、盆地名、沙漠名等等。人文地名中，也可进一步分为聚落名、道路名、桥梁 

名、行政区名、文物古迹名等。如果以地名专名分类，则可分为姓氏地名、地物地名、意愿地名、 

数量地名、颜色地名、人物地名、军事地名、方位地名等等。如果以地名的语源分类，贝0可分为汉 

语地名、少数民族语地名、古语地名、方言地名、外国语地名等等。地名分类的方法和方案多种 

多样，这里无需详加列举。只有将地名加以科学的分类，才能更深入地研究地名和更有效地管 

理地名。因此，在区域地名研究中，也应注重该区域内地名分类的研究。 

3．该区域内地名命名的主要方式和基本规律。地名命名的方式和规律是地名学研究的重 

点课题，自然也是区域地名研究的重点课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阐释地名的含义和由 

来，也有助于地名的分类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地名命名的方式和规律是地方历史和社会文 

化特征的反映。因此，揭示区域地名的命名方式和规律，对认识该区域的历史文化也有意义的。 

4．该区域内主要地名含义的阐释。解释地名的含义也是地名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任务。一 

般说来，一个地名的含义是指该地名命名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永定河”一名是清康熙三十七 

年(1698)大规模修治浑河以后命名的，表达了当时人们 认为这条河将不再迁徙泛溢、永久安 

流的美好愿望。又如北京的“宣武门”是宣耀武功的意思，而“崇文门”则是崇尚文治的意思。地 

名的明确含义决定了地名用字的规范。如北京的“德胜门”是以德制胜的意思，故“德胜门”不能 

写成“得胜门”。“阜成门”是宏大兴盛的意思，故“阜成门”不能写成“阜城门”等。只有明确了地 

名的含义，才能正确的理解地名、使用地名和管理地名。在阐释地名含义时，切忌望文生义，以 

字释名。例如，北京市通县南有一个村，名为“路观”，如果解释为。在路旁观望”的意思，那就大 

错而特错了。因为这个村旧有一座道观，叫隆禧观，后来省略并音转为路观。北京市房山区也 

有一个村庄，名为佛满庄，如果释其义为“佛象很多”，那也谬之千里。因为这个村原为佛子庄和 

满洲庄合并而成的，各取其原名首字组成一个新村名。类似例子很多，不需赘列。 

5．探讨区域内地名的由来。地名的由来是指地名命名时的依据。命名地名的依据，有自然 

因素，也有社会人文因素。如北京市的“万泉庄”是以当地多泉命名，“五棵松”是因当地曾有五 

棵松树命名，“南口镇”是因地处居庸关这一交通孔道南端的进出山口而命名等，这类地名都是 

依据自然因素而命名的。而北京市的通县旧名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而命名；怀柔县是以封 

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的政策而命名；东、西长安街是以原来分别在天安门前的左右 

建有东长安门和西长安门而命名等。这类地名命名的依据则都是社会人文因素。探讨地名的 

由来时，应追溯到该地名初始时的形态，不能就后世演变的新名而想当然地作结论。北京市通 

县北有个村庄名为“富豪”，不能说这个地名的由来是因为这个村原有巨富、地主、商绅，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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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富豪”是“富河”的音转。过去温榆河的下游一段名为富河，村居该河边，故以河名为村名，与 

财富的多少风马牛不相及。 

6．该区域内地名发展史。各地地名的现状，是历史上该地区地名发展演变的结果，不了解 

该区域内地名的“昨天”和“前天”，就不能深刻认识和理解其“今天”。要了解一地区地名的“昨 

天”和“前天”。就必须研究该区域内地名发展史。研究区域地名发展史，应从该区域内地名总体 

上着眼。地名数量或地名密度的增减、地名通名和专名变化的时代印记、不同时期地名分布发 

展趋势、更改地名的重大举措、影响地名发展的历史因素等，都是地名发展史研究所涉及的内 

容。区域地名发展史既可以以时间为纵轴、以地名的各方面为横轴，进行纵横结合的研究；也可 

以进行地名专项史研究，如历史时期北京地名分布发展趋势、北京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地名通名 

的变化等。 

7．区域内地名价值的挖掘。这里所说的地名价值，不是指地名的一般功能，而是指地名所 

具有的科学价值。由于地名的形成和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民族语 

言、开发历史、居民来源等因素有关，所以，地名在研究区域内的环境变迁、经济特点、历史开 

发、民族融合、语源语系、移民屯军等等课题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些可成为确凿证据。例 

如，北京市顺义县南有个村名为“临河村”。显然。这个村是因位处河边而得名。但如今它北、 

东两面距潮白河各 2公里，南面距潮白河故道 1公里多，西面距小中河 3公里，这种情况显然 

不能命名为“临河村”。过去必定有河流经其旁，成为该村命名的依据。这种推断得以证实，据 

《顺义县志》记载，过去潮白河确实侧临河村东而南流，后向东迁了。因此，临河村一名便成为研 

究该地区潮白河变迁的重要证据。又如，《明史》、《明实录》等文献记载，洪武、永乐年间曾从山 

西省向北京地区大量移民。今北京市大兴县东部凤河沿岸和顺义县西北部，有不少村名是以山 

西省的州县名称命名的，如长子营、屯留营、河津营、蒲州营、红(洪)铜(桐)营、绛州营、夏县营、 

稷山营、大同营、霍州营、赵县营、解州营、潞城营、忻州营等等。这些地名也成为研究明代移民 

的可靠证据。因为这些地名分布地区正是明初安置山西移民的重点地区。仅此两例，可证其他。 

8．区域地名的比较研究。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类区域内的地名加以对比，发现其共性 

或个性，揭示其相同点或差异处，并进而分析存在这些相同或差异现象的原因，这是区域地名 

比较研究的主要任务。在进行区域地名的比较研究时，既可以从总体上观察，也可以就其某一 

类地名着眼，既要从地名通名上进行对比，也要从地名专名上进行对比。例如，北京市平谷县和 

昌平县的河名就存在明显的不同。平谷县的河名多称做“某某石河”，如熊儿寨石河、北寨石河、 

渔子山石河、黄松峪石河、将军关石河、豹子峪石河、红石坎泉石河、太务石河等。而昌平县的河 

名多称做“某某沟”，如关沟、蔺沟、高崖口沟、柏峪口沟、白羊城沟、兴隆口沟、狻猊沟、德胜口 

沟、锥石口沟等等。这种明显差别的原因，当是两地对河流命名习惯的不同。不能以为平谷县 

的一些河床中多卵石，而昌平县的一些河床中就没有卵石。又如，在北京郊区县的村落地名中， 

通名为“堡”(读作bd)的，在延庆县内最多，其他区县很少，甚至没有。这是因为延庆县地当居 

庸关外。明代这里是蒙古军队经常南下侵扰的地方。当地居民为了自卫，多在村庄周围修筑土 

石围墙，重要村镇则由官府修筑砖石城堡。“堡”(bfO应当是bao的音转，即城堡、堡垒的意思。 

显然，通过区域地名的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区域地名乃至整个地名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9．该区域内地名分布特点。这里的地名分布特点主要有二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区域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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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密度的差异，即不同方位或地域上单位面积内地名数量的不同。如北京城区地名密度显然要 

比郊区高。而平原地区的地名密度又高于山区。据统计，西城区地名密度为15．42个／平方公 

里，通县为7．70个／平方公里，门头沟区为0．39个／平方公里。仅此三例，足以反映出北京城区 

和郊区、平原和山区地名密度的差异和变化规律。其二，同类地名在地域上的分布。例如，北京 

市称作“某某垡”的地名都分布在大兴、通县境内以及房山区永定河畔，其他区县一个也没有。 

而称作“某某屯”的地名以昌平县居多；称作“某某卷”的地名多在顺义县潮白河西岸。而由山西 

迁来的地名以大兴县东部及顺义县西北部最集中最典型等。第三，各类地名的垂直分布。以居 

民点地名为例，随着居民点所在地高程的差异，便形成地名垂直分布。一般说来，100米等高线 

以下的地名占北京市全部地名的大多数。据初步统计，通县的地名密度为7．7个／平方公里，而 

怀柔县的地名密度为0．04个／平方公里；前者约为后者的192倍。昌平县半山区半平原。全县 

28个乡镇单位，处于百米高等线以上者为12个，处于百米等高线以下者为16个。前者总面积 

846平方公里，共有地名356个，平均地名密度0．42个／平方公里；后者总面积为487．5平方 

公里，共有地名439个，平均地名密度为0．90个／平方公里，是前者地名密度的1倍以上。这些 

例子说明北京市地名的分布多在平原地区。地势越高地名越稀少。研究区域地名分布，尤其是 
一 些特殊地名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藉此可以了解区域开发的历史和特点，可以了解区域内 

的风土民情和文化特色。例如，研究北京地区马房、牛房、羊房之类的地名分布，可以得知北京 

地区在历史上哪些地方是草场牧地，有助于认识历史上北京地区土地利用状况和经济结构。研 

究北京地区一些外地迁移地名，有助于认识历史上向北京地区的移民和人口结构。研究北京地 

区一些军事地名，有助于认识历史上北京地区驻军状况及军屯分布等等。 

1 o．该区域内地名的管理。地名管理包括新地名的命名，旧地名的更改，地名标志的设置和 

保护，地名工作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地名管理队伍的建立和培训，地名档案的建设和开发，地名 

志、典、图、录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等。这里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地名管理得好，．地名的功能 

效益得以充分发挥，利民利国利事业。如何管理好区域地名，是需认真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并改进管理工作的。 

以上 10个方面，应当是区域地名研究的重点课题。当然区域地名研究不限于这 10个方 

面，还有些问题也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如个体地名的考证、地名的语源语性等等。如果某一区域 

内的地名能按照上述重点进行研究，那么，对该区域内的地名便会得到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更 

广泛的应用。如果全国各地的地名都能进行一番这样的研究，那么，我国地名学的发展水平就 

相当可观了。 

区域地名的研究方法和普通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一致的，只是区域地名研究在地域 

范围上有一定限制而已。目前我国地名学研究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 是地图法。地名研究离不开地图。地图在地名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 

地图来考察和分析地名，二是某些地名学研究成果可用地图的形式表示。地图作为地名的一种 

直观形象的载体，它能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乃至全球的全部地名或部分主要地名浓缩于一 

纸一册，置于人们的案头房壁。阅览地图犹如人们居高鸟瞰，将形形色色的地名尽收眼底，不仅 

能见其形，识其义，而且知其分布，从而为研究辽阔区域内的地名特点及分布规律创造了条件。 

如果没有地图，人们要研究大区域内的地名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同时有些地名研究成果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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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形式表示，能使人一目了然，收到文字叙述不能企及的效果。 

二是比较法。人世间的地名千千万万，形形色色。没有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就不能 

发现其中的异同。不知其异同，也就谈不上什么深入研究。研究今天的地名需要横向比较，而 

研究地名发展历史，则需要进行纵向比较。 

三是文献法。我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正史、方志、丛书、笔记、碑刻、墓铭等等，都蕴藏 

着丰富的珍贵的地名资料。有地名命名的法则，有地名更改的原由，有地名含义的诠释，有地名 

演变的考证，有地名迁移的记载，有地名语源的说明等等。因此，要提高地名学研究的科学水 

平，就必须广泛地查阅历史文献，收集第一手资料，而避免那种肤浅的空泛的议论和望文生义、 

牵强附会的纰谬。要查阅历史文献，就要努力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 

四是调查法。地名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地理事物，有它产生的历史时代、地理条件、社 

会背景以及演变过程等。这多方面的内容往往不见于文献记载，而流传于口碑之中。只有通过 

实地调查l’才能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同时，亲眼看过的形象，亲口问过的理由，亲耳听过的说词， 

亲身体验过的环境，印象是最深刻、理解是最透彻的。因此，实地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资料的 

缺失，而且能够加深对地名的认识和理解。在撰写有关文字、绘制图表或演讲报告时，能够做到 

心中踏实，准确生动。 

五是统计法。对研究区域内的地名分门别类的进行统计，获得准确的数据，是比较分析地 

名问题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也是将地名学研究由文字定性描述向数据定量分析发展提高的具 

体措施。例如．如果将北京市的城区和郊区、各个区县、平原地区和山区、以及各个朝代的地名 

数量统计出来，计算出不同地域单位的地名密度，那是研究北京市地名分布和历史发展所绝对 

必要的。在地名的分类研究中，统计法也是常用的手段。 

除了上述五种通用的研究方法以外，还有一些专门方法。如个体地名的考证、群体地名的 

分析、语源语词的分辨等等，这是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所谈，只是个人在研究北京市地名中的一些体会和经验。不当之处，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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