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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地名的语词结构
!

张斌华!王环宇
!南昌大学 中文系"江西 南昌"!!""#$#

摘"要!以盐城市的地名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盐城地名的语词结构情况"得出

盐城地区大部分地名是和当地的地理历史#淮盐文化等紧密相连的$
关键词!地名%构词法%造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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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盐城市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东

临大海"典型的南北缓冲区$地名见证了历史"传
承了文化"小小的地名"是地理%历史%文化%人文

的浓缩"是一块&活化石’$地名也深深蕴涵着淮

盐文化$在 广 袤 的 盐 阜 大 地"东 临 大 海"一 马 平

川$地理上的特征"历史上的沉淀"必定在语言上

有所体现$从地名着手"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

地名语词结构特征"同时剖析盐城的文化和盐阜

人民的心理特征"寻找科学的命名规律$

一!地名的构词法

个体的地名词一般是汉语言中的词或固定短

语$地名词和其它词语一样"都有一定的结构方

式$按照汉语的构词法"盐城地名有单纯词%复合

词以及词 组 之 别!$以 下 分 别 就 单 纯 词 地 名%复

合词地名和词组地名"举例说明$
"一#单纯词地名在盐城地区十分少见

单纯词地 名 是 由 一 个 不 可 分 解 的 语 素 构 成

的$最早产生的汉语地名大多是单纯词地名"这

种单纯词地名又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两类(
单音节地名在盐城地区没有$
双音节单纯词"又称联绵词"意思是不能分解

的语素$地名的连绵词细分有三个小类(双声的%
叠韵的和其它的$例如(

阜宁县的芦蒲"是叠韵的$

"二#独具特色$体现淮盐文化的复合词地名

复合词地名是由两个语素合成的多 音 节 词$
盐城现有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双音节合成词$合

成的主要方式是偏正式%附加式和联合式$

""&#偏正式

最常见的是 专 名-通 名"专 名 在 前"通 名 在

后$例如(

./专名-城(盐城%台城%阜城

0/专名-丰(大 丰%新 丰%安 丰%庆 丰%海 丰%
永丰%义丰

1/专名-湖(建湖%近湖%鞍湖%板湖

2/专名-集(陈 集%硕 集%杨 集%陆 集%周 集%
樊集%海安集

3/专名-洋(陈洋%通洋%新洋%唐洋%南洋

4/专名-仓(三仓%便仓

5/专名-灶(头灶%三灶%四灶%六灶%沈灶

6/专名-丿(曹丿%华丿%潘丿

7/专名-沟(新沟%獐沟%东沟%马沟%芦沟

8/专名-堰(时堰%草堰

9/专名-庄(张庄%刘庄%施庄%辛庄%钟庄

:/专名-墩(沟墩%青墩%鲍墩

;/专名-港(弓京港%后港%双港

</专名-河(沿河%古河%海河%许河%运河

=/专名-滩(八滩%吴滩

>/专名-海(滨海%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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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尖!小尖"黄尖"淤尖

@/专名-垛!梁垛"六垛"二垛

A/专名-坍!新坍"北坍

B/专名-团!西团"卞团"新团

以上二十种常见构成形式 中#专 名-城"丰"
湖"河"海"集"沟"庄"港"墩等#是全国通用的地名

构成方式$
而团"灶"仓"丿等是盐城地区特有的通名#极

具有地方特色$盐城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零星煮

盐#从西汉至清代中叶#淮盐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主

要财源之一$盐城有博大的盐文化#这在地名中

会有所体现$
盐城是名副其实的%盐&城#至今保留着%团"

灶"仓"丿&等与盐业生产管理有关的地名$例如!
%团&#是盐区生产组织#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

式$每个盐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户#旧时以

%团&为地 名 的#多 分 布 在 古 淮 南 盐 区 的 东 台"大

丰#如戚家团"南团"西团"新团"北团"卞团等$目

前#仍保 留 大 丰 的 西 团 镇#全 市 还 有&(个 村"#(
个自然村组的地名与%团&有关$%灶&#是灶民煎

盐的重要设施#境内因%灶&称名的有头灶"三灶"
四灶"六 灶"沈 灶"南 沈 灶 等C个 乡 镇#另 外 还 有

(*个村及!C(个 自 然 村 组 也 是 因%灶&而 得 名$
%仓&#即盐仓#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亭湖区便仓

镇当年就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地$境内还有东

台三仓镇以及&&个村和&(个自然村组因%仓&设
名$%丿&是明后期及清代灶民煮盐的主要生产工

具之一#其形同铁锅#略比锅浅#径园三尺#深!)
#寸$境内以%丿&命名的乡镇#有东台的曹丿镇"
大丰的潘丿镇#市内还有C个村和&!个自然村组

亦是以%丿&为地名的$

"",!附加式

所谓附加式地名#就是在通名的前后#加上几

个相对固定的常用单音节方位词或形容词#构成

的新地名$因为地名是用来为大大小小的地域定

位的#所以用方位词作前后附加也成了常见的构

词形式$例如!
东台"东坎"坎 南"坎 北"西 团"北 蒋"上 冈"川

东"盐东"冈 东"冈 中"冈 西"台 南"台 东"溱 东"秦

南"大中"响南"南河"蒲南"城北"北坍

形容词通常加在通名之前#例如!
小海"新街"新曹"新坍"白驹

""!!联合式

这类复合词地名比较少$常 见 的 如#由 几 个

较小地名缩略而成的相对较大的地域名$在盐城

地区比较常 用 的 是!盐 阜 地 区’代 指 整 个 盐 城 地

区("滨阜响’由滨海"阜宁"响水三县的首字构成#
代表这一个大区域(等$

!三"少而精的词组地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快速增加#许多

专名逐渐固定成词#通名也就不断增多#于是#词

组地名也大量出现$具体又可分为如下小类!

""&!偏正式地名

通名"专名都可单说#但是组 合 成 词 组 后#表

示的是一个新的地域概念$如!北 龙 港)镇"大 纵

湖)乡"陈家港)镇等$

"",!附加式地名

用附加单音节的方式扩展的派生地名属于这

类词组地名$如!
迎宾路***迎宾)南路"迎宾)北路

解放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

沈灶***南)沈灶"北)沈灶

""!!多层地名

作为标准地名#绝大多数地名都是多层地名$
因为小的地域总是从属于大的地域#行政区也总

是分层分级来管理的$因此#结构完整的标准地

名都要加上所属详细层次的地名#才能明确地为

地域定位+如果作为通讯地址#则更要有多层地名

的排列$特别是那些重名的小地名#一旦不列全

称#势必造成投递的困难#人为地增加负担$例如

%江苏省)东台 市)四 灶 镇)富 洋 村)十 一 组&#少 了

任何一层#都很难辨别其实际方位$在盐城地区#
相同的乡镇名#如!东台市三灶镇’现已改名为范

公镇(和阜宁县三灶镇+东台市海丰镇和大丰市海

丰镇$前者之间的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后者的

距离不过四五十公里$如果不完整地写出多层地

名#如何辨别？这类例子还有不少#有在盐城市内

的#有些是盐城市内和其它市内地名重合的$自

然村重名的现象就更多了$

""#!成语地名

往往用于描述风景区的景点#用固定 词 组 或

成语 来 命 名#以 达 到 传 神 的 效 果#吸 引 更 多 的 游

客$例如九龙口景区%九龙抢珠&等$

二#地名的造词法

李如龙’&++((认为#构词法是对地名 的 语 素

结构关系的横向平面的静态分析#是属于语法学

的#而造词法是对地名的扩充方式的纵向平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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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考察!主要是词汇学的研究!也涉及语法的

结构"
任学良#&++"$第一次把构词法和造词法分开

讨论!他所界定的%造词法&是%研究用什么原料和

方法创造新词&"在&++"年版的’汉语描写词汇

学(中立节作了专门的讨论!他明确提出造词法是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新词产生的方式或途径&!把

这种%构造新词的方法&界定为%共时范畴&"
一般词语的造词法主要有)#&$语素合成!即

把已有的语素按一定的语法关系组合成新词*#,$
词型变化!即把原来的语词重叠+增加词缀而成新

词*#!$意义引申!即经过词义的同义+反义引申或

虚化引申+形象化引申等方法造成新词*##$内外

借用!即吸收方言词或向外族语言借用等等"地

名的造词法和一般语词的造词法有同有异!从盐

城地名出发!试作简略的分析"
用造词法的观点来分析!可以把所有 的 地 名

分为原生地名和非原生地名两类"
!一"原生地名见证了盐城的形成和历史

原生地名是地名中最古老的部分!包 括 上 文

提及的单纯词地名和最简单的复合词地名"像盐

城地区较为流行的%冈中+台南+台东+溱东+秦南&
之类的聚落名也是原生地名"这些地名刚开始只

是一些借用来表示一定方位和地域的普通词语!
%冈中&是冈的中部!%台南+台东&是相对东台台城

而言"从普通名词到成为指代某一特定地域的专

名!也一定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才能定型下来+明

确起来"
原生地名往往只标记着小范围的!在 盐 城 地

区比较流行的%河南+河北+河东+河西等&#注)这

里的河南+河北与河南省+河北省没有任何关系!
纯粹表示方位$!这类地名一般只是一个极小的范

围!可能这条%河&很小!根本就没名字!但当地人

习惯沿河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甚至一河两岸只

几户人家!当地人还乐意用这类地名来做标记"
而那些大范围的地名通常是从小地名衍化而

来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的活动范围相对总

是有限的!需要标示使用的只是较小的地域"就

聚落来说!总是先有村落名后才有乡镇+州县+侯

国之 名*就 地 理 环 境 来 说!也 是 总 是 先 有 个 别 山

峰+丘谷+河段的名字!然后才有山脉+高原+丘陵

以及整个江河之名"
另外!原生地名的另一个特点是!通常用地理

实体作为命名的依据"如山+河+湖+海 之 类"这

主要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自然环境对

人类生活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人们的聚居地之所

以要沿江河+避山石+趋草木!就是为了适应和利

用自然的环境"
例如)#&$以河流命名的!如射阳+许河+古河+

沿河+南河+运河+海河+越河路+唐洋+新洋+陈洋+
通洋+南洋等*#,$以湖海水面命名的!建湖+滨海+
鞍湖+临海+近湖+板湖等*#!$以水面突出的高地

命名的!小尖+黄尖+淤尖+梁垛+六垛+二垛+沟墩+
青墩+鲍墩等"

盐城地区以地理实体来命名的地名!与 该 地

区的地形地貌相吻合"建湖县及周边地区!属于

里下河地区!水面面积大!地名多与湖水有关系"
如#&$#,$*千百年来!经长江+射阳河+淮河及古黄

河下泄泥沙的堆积!逐步形成为濒海的盐阜平原!
这种滩涂的形成过程中!地面凹凸不平!故好多地

名是以这种地貌特征命名的"如#!$"
!二"非原生地名见证了盐城的发展

非原生地名多数由原生地名衍生而 来!也 有

从他处衍生的"这些地名可归为以下四类"

""&!派生地名

上文所说的附加式地名就是由原生地名附加

了某种成分派生出来的"建军路分为建军东路+
建军中路+建军西路*解放路分为解放南路+解放

北路*迎宾路分为迎宾南路+迎宾北路等"随着盐

城市区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大!这种派生地名将会

越来越多"

"",!转类地名

有些地名!原来是专-通名组成的!这类地名

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专名!再另加其它通

名!便成了新的转类地名"
因自然环境得名 的 行 政 区 域 名 如)建 湖,县+

射阳,县+大纵湖,乡+近湖,镇+沿河,镇等"
因行政区的变动而把通名转化为专 名 的 如)

盐城,市+阜城,镇+尚庄,镇+张庄,乡+刘庄,镇+施
庄,镇+钟庄,镇+辛庄,镇等"

""!!转化地名

有些复合地名是由别的名称转化而 来 的!并

未加上一定的通名"这种复合词地名和非地名的

复合词形式上并无区别!因而有时难免造成含混"
细分起来!有如下小类)

人名转化而来的地名"东台 市 范 公 镇!以 范

公为名!是为了纪念北宋著名大宰相---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在东台做盐官期间!率领民众修筑了

.,$. 万方数据



!华夏第一堤"###范公堤$而当时的海堤$正经过

现在的范公镇境内$后人为了纪念范仲淹$将该镇

命名为范公镇%滨海县正红乡$则是为了纪念另

一位民族英雄###顾正红%顾正红$是伟大的!五
卅D反帝爱国运动中第一个英勇献身的烈士%滨

海县为了纪念顾正红$将其出生地改名为正红乡%
单位名转来的地名%有不少企事业单位占地

面积 很 大$自 成 聚 落$那 里 有 时 就 用 单 位 名 来 称

说%例如$在盐城市区$电厂&水泥厂可以 作 为 地

名看待$尤其是在公共汽车路线$拿此类地名作为

站名的就更多了%
物名转为地名的往往有更多样的原 因$阜 宁

县芦 蒲 镇$就 是 因 该 地 芦 蒲 这 种 植 被 而 命 名 的%
东台沿海滩涂$有一块全部种植了树木$当地人称

这一区域为林场%

""#!仿造地名

同名是地名中常见的现象%有些同名是命名

时取义相同%例如$文朋陵’&+(+(曾对苏北的村

镇名做过这样的类聚研究$他把苏北分成了#个

明显不同的地名类型区%其中$第二区是黄海之

滨的射阳&建湖&大丰&东台四个县市%这 里 的 村

镇名中若干常用字在村镇地名中所占比例如下)

墩 舍 港 庄 村 桥 湾

大丰 ,C/, (/+ ,/+ &*/# ,/* ,/$
东台 &$/! &#/& ,/# C/& ,/# !/, &/&
建湖 !,/* &+/C &(/! !/# ,/&
射阳 &*/+ ,/( &!/* &"/C ,/( !/! &/(

""原来$这里是南宋黄河窜入淮河之后冲积的

新地$早年地势浸湿$人们只能就!墩"结!舍"$沿

!港湾"处造!桥"$建立!村庄"%这就是这些字成

为地名常用字的历史缘由%
有些风景区’山湖之类(的重名就显然是慕名

仿造的%这种仿造地名为了和原地名相区别$就

要另外加所在地地名$因而也成了词组地名%例

如$阜宁县城旧城改造后$当地人把射阳河两岸称

为!阜宁外滩"%

地名是很普通的语言现象$从语言学 的 角 度

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分析地名的构成与地理

历史的关系$而且可以尝试寻找科学的命名规律%
地名必须标准化$整个社会&整 个 国 家$要 组

织经济建设$保证社会的治安和加强国防$高效率

地实施行政管理$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地名是寸步

难行%好的命名$不仅可以便于管理$而且可以很

好地传承文明%例如$东台市的范公镇$以前是三

灶镇’上文也曾提到$在阜宁也有三灶镇($现在改

为范 公 镇$不 仅 便 于 区 分$而 且 更 体 现 了 地 方 特

色$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另外一些地名$则不

尽如人意%例如$现在东台市有海丰镇$临近的大

丰市也有海丰镇$如果民政部门能在审批时$稍微

注意一下$也许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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