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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地名词典》

内容概要

《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内容简介：涵盖面广，收录山西古代(1911年前)行政区划、村镇、山脉、河流
、湖泊、关隘、寺观、陵墓等各类地理实体名称1654个。
可信度高，释文广征博引，缜密考证，辨清历史地名的立、废、因、改，订正某些讹传与误记，古今
地名对照准确。
生命力强，由《山西历史地名录》至《山西历史地名通检》，继而《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历经27年
，4次刊行，内容益臻完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实用面大，适合史学研究者、地方史志与文物考古工作者、文史爱好者及旅游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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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纬毅，河南修武人，1931年生，山西省史忠研究院离休干部。曾任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党组成员，《山西通志》副总纂。社会职务：现为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地方志学
会学术顾问；曾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山西省第一
、二、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省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等。1988年
评为编审。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和方志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研究。著有《中国地方志》（神州文
化集成丛书之一，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国方志大辞典》（副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华东
地区第二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获山西省第三
届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论
文40余篇。其中全文被有关书籍收载者，有《中国方志史初探》（获山西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研究
成果一等奖，台湾明文书局《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收录）、《编修方志刍议》（红旗出版社《历史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收录）、《山西方志考略》（中华书局《中国地方史志论丛》收录）、《山西古
代刻书考略》（印刷工业出版社《历代刻书概况》收录）等。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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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画
一斗水泉(陵川)
一斗泉(广灵)
一箭岭隘口(娄烦)
二画
二仙庙(1高平2陵川3壶关4晋城)
二郎关(岚县)
十八盘山(灵石)
十八盘隘(壶关)
十八隘(繁峙、宁武)
七里河(朔州)
七岩山(定襄)
九仙山(陵川)
九京山(和顺)
九原冈(忻州)
九原县(忻州)
刁黄岭(长子)
八十里川(长子、安泽)
八门城(汾阳)
八义镇(长治)
八谏山(长治)
八赋岭(和顺、榆次)
三画
广宁郡(1寿阳2山阴)
广安郡(1原平2朔州)
广州(岚县)
广阳县(平定)
广灵县(广灵)
广武县(1代县2原平)
广武城(代县)
广武营(山阴)
广牧县(1寿阳2天镇)
广胜寺(洪洞)
三义庙(乡宁)
三井镇(岢岚)
三交水(安泽)
三交寨(太原)
三关
三关图说
三会水(定襄)
三会县(忻州)
三角城(太原)
三河
三垂山(潞城)
三泉(1汾阳2朔州)
三泉村(陵川)
三家村(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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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
三晋山险记
三晋记
三堆县(静乐)
三堆城(静乐)
三嵕山(屯留)
三嵕水(屯留)
三嶷山(I临猗)
于成龙墓(方山)
于离县(汾阳)
于准墓(方山)
下阳(平陆)
下国(曲沃)
下虒聚(沁县)
下镇寨(河曲)
下壁村(陵川)
土军县(石楼)
土河村(太谷)
土墱寨(原平)
大万山(岚县)
大于城(文水)
大卫庄(浮山)
大义县(大宁)
大云寺(平顺)
大云禅寺(I临汾)
大宁县(大宁)
大石寨(应县)
大安郡(寿阳)
大阳村(泽州)
大阳县(平陆)
大同左卫(左云)
大同右卫(右玉)
大同县(大同)
大同府(大同)
大同路(大同)
大同镇(大同)
大卤(太原)
大武军(朔州)
大昌县(灵丘)
大昌郡(隰县)
大明宫(太原)
大贤村(盂县)
大郡泉(绛县)
大原(太原)
大夏(太原)
大陵县(文水)
大黄村(河津)
大寨山(兴县)
大寨头关(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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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世德墓(偏关)
万卦山(交城)
万固寺(永济)
万春县(河津)
万泉县(万荣)
飞云楼(万荣)
马斗关(大宁)
马牢山(泽州)
马邑县(朔州)
马邑城(1沁水2朔州)
马岭关(太谷)
马岭隘口(昔阳)
马首县(寿阳)
马家山(偏关)
马跑泉(1五台2汾阳3沁源4霍州5五寨6平陆7黎城)
马鞍山(偏关)
马壁水(乡宁、稷山)
子奇垒(襄汾)
子岭关(介休)
小乡县(翼城)
小水河(沁源、灵石)
小灵石县(灵石)
小郭村(浮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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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历史地名词典》

精彩书评

1、编例一、本书所收词目,系辛亥革命前文献典籍记载、且为当今历史地理学界、地方史志界所需查
检的地理实体。地理实体包括行政区划、城池、村镇、山脉、河流、湖泊、泉眼、溶洞、关隘、道路
、祠庙、寺观、宫室、陵墓等。其中村镇一般只收明代以前者。　　二、为使读者方便了解山西历史
地理状况,本书适当收录一些历史地理著作。　　三、词目内容为先释文、后书证。鉴于地理实体名称
常与时而变,行政区划则置、废、徙、改尤多;而诸书记载又互有详略、歧异,故书证广罗典籍原文,以明
著所本,穷究原委。引文有衍、脱、倒、误或前后牴牾者,以脚注形式加以校勘。　　四、历史地名一
律以今市、县治为中心写明其地之方位与里程。今地以2000年山西行政区划为准。　　五、词目相同
而地域不同者,以①、②⋯⋯分项记述。　　六、本书按词目笔画顺序排列,首字相同者,按第二字排,余
类推。笔画、笔形悉遵《北京图书馆中文检字表》。　　七、为方便读者从现行行政区划角度查检相
关地理实体,特在目录的词目后,注明其所属市、县。只知今名者,可查书末所附索引。　　八、本书纪
年,1949年前用历史纪年,括号注明公元年份。同一年号在同一词目中数次出现时,仅注首次出现者。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九、为便于检索,书末附《词目及其今名、异名索引》。前言历
史地理,是历史的地理、地理的历史。读史、治史均离不开它。国学大师梁启超尝谓: “读史不明地理,
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无基础也。”(《中国地理沿革图·序言》)史学泰斗顾颉刚更形象比喻
为:“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1935年《禹贡》发刊词)缘此,
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即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山西,地处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民族主要发
祥地之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古史传说,使我国史籍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所指就
在现今的晋南。雄踞北方数百年的晋国,根据或发迹于太原的“三唐” (北唐、李唐、五代唐),遍迹天
下的晋商和执全国金融业牛耳的山西票号⋯⋯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多彩而丰厚的文化积淀,吸引我将对
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锁定在山西特定的空间。由于历代行政区划屡有置、废、赢、缩,甚或徙治、侨
置,致使一地多名、一名多地的情况极为普遍。这就给人们学习、研究地方史造成诸多不便,甚至有人
张冠李戴,闹出笑话。有鉴于此,在郑林、刘静山同志的关注、支持下,山西省图书馆1977年将我编著的
《山西历史地名录》,印行一万册,不数月即销售一空。山西省地名领导组、《地名知识》编辑部适应
地名普查需要,1979年再次印行一万册,仍很抢手。后经修订并更名《山西历史地名通检》,列入“三晋
文化研究丛书”,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亦已脱销。多年来它常被地方史志和有关学术论文征
引、参考同时又不断有相识、不相识的同志询问索要。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此书,早已
被读者翻阅、复印的破损不堪,无法插架。历史使命感促使我在古稀之年再作一次彻底增订,以飨读者
。现在的《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就是由《山西历史地名通检》蜕变来的。《词典》与《通检》比较,
主要不同点在于:一、拓宽了领域,在单一的历史政区地理基础上,增加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文物地理,
以及重要历史地理著作的词条。二、扩大了篇幅,由原书1068个词条、17万字,增至1654个词条、40余万
字。三、对原书的某些疏漏、讹误,进行了认真的增补、修正。四、改变了编排形式,由原来按行政区
划排列,改为按词条笔画顺序排列,使之更符合工具书的特点。五、书前地图亦为原书所无。尽管自己
始终坚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治学原则,严格考订核实但限于水平和经历,书中仍难免存在疏误,祈望
同志们不吝指正。本书稿承蒙张继红同志的厚爱与认同。谢鸿喜、贠创生、刘伯伦、刘俊礼、姚斌、
马小玲等同志,或协助核实,或提供资料,或编制索引,落馥香同志又认真把关。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
谢意。当年编撰《山西历史地名录》时,郑林同志曾亲自题写书名。为表缅怀之心,本书封扉仍沿用具
有纪念意义的题字。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山西古籍出版社明知此书不可能带来大的经济效益但仍以
社会效益为重,慨然予以出版,谨向出版社致以崇高的敬意。刘纬毅著.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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