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4卷第2期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01．24 No．2

2011年06月 Journal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ne．201 1

盐城市行政区划单位名的词汇学研究

唐余俊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盐城市区划名是盐城市地名中有代表性的重要类别。从词汇单位、词汇类聚、词形类聚、

词义类聚、词的结构等方面着重研究盐城市区划名中的专名，可见其词汇学要素分布呈不均衡

状态且因区划名命名的不断规范化而有日益加剧的趋势。

关键词：盐城市区划名；词汇单位；类聚；词的结构；不均衡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2-0056一04

盐城市是江苏省土地面积最大的省辖市，其

城市定位为“江苏沿海中心城市、长三角北翼新

兴的工商业城市和湿地生态旅游城市”【¨。地名

是自然或行政区域的特有名片。为更好实现城市

定位，有必要从词汇单位、词汇类聚、词形类聚、词

义类聚、词的结构等方面对盐城市地名重要类

别——行政区划单位名作词汇学研究。

盐城市行政区划单位名(以下简称“盐城市

区划名”)分4级，第一级“市”，第二级“县／市(县

级市。下同)”，第三级“镇／乡／街道办事处(以下

简称‘街’)”，第四级“村／居委会(以下简称

‘居’)”。所引盐城市区划名皆出自《盐城市行政

区划统计表》(以下简称《统计表》)睥J，其命名由

来主要直接或间接引自现有各市县志。据《统计

表》，截至2009年5月，盐城市辖区内(不含场圃

及经济开发区)区划名有2608个。其中，一级区

划名1个，二级区划名9个，三级区划名140个，

四级区划名2458个。

盐城市区划名中“通名”只有“市(含县级

市)”、“县”、“镇”、“乡”、“街道办事处”、“村”、

“居委会”7个，它们是我国普遍通行的行政区划

名。论文研究对象为盐城市区划名“通名”之前

的具体命名——地名学所言“专名”部分。如“盐

城市”中的“盐城”、“射阳县”中的“射阳”、“海河

镇”中的“海河”及“陡港村”中的“陡港”。

一、盐城市区划名中的词汇单位

语素是一种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盐

城市区划名中未见单音节语素，多音节语素中以

双音节语素为主，约占全部区划名的96％。盐城

市区划名以成词语素占多数。大丰市刘庄镇12

个村委会名全部是成词语素。

词是一种语言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音义结

合体。作为专名，盐城市区划名都是词。离开专

名这一语境，多数盐城市区划名仍是能独立运用

的音义结合体。响水县七套乡7个村委会名中，

“梅湾”、“蒲舍”、“高场”、“中心”等在一般语境

中同样是词。

固定短语是一种语言中词与词不可随意变动

的固定组合。盐城市区划名中熟语很少见，主要

是成语省用。“千秋”(射阳县千秋镇)以“立业千

秋”立意，可视为成语“千秋万代”的省用。缩略

语词是词语的特殊形式，指语言中经过压缩和省

略的词语。

盐城市区划名缩略语词以简称和数字略语为

主。简称格式通常由“姓+家+地理名词”简为

“姓+地理名词”。如“许河”(东台市许河镇)原

名许家河；“蔡桥”(滨海县蔡桥镇)原名蔡家桥。

也有其他格式的简称。如“沟墩”(阜宁县沟墩

镇)原名“沟安墩”(一说“沟湾墩”)。数字略语

由“被缩略对象的数目+被缩略对象的共同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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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义素)”构成。“三时”(东台市时堰镇三时

村)2000年由原时堰村、时东村、时南村合并而得

名，“三”表示原村委会的数量，“时”是共同语索。

“三渣”(大丰市草堰镇三渣村)，得名于清初丁溪

盐场图上标有的东渣、西渣、当渣地名，“三”反映

原地名数，也标明它们的共同语素是“渣”。“五

烈”(东台市五烈镇)因纪念5位革命烈士而得

名，“五”表明烈士人数，“烈”表明他们都包含“烈

士”这一“义素”。

二、盐城市区划名中的词汇类聚

1．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基本词汇由一种语言中全民习用、具有较高

能产性、稳固性的词语构成。基本词汇以外的词

语构成这种语言的一般词汇。盐城市区划名中一

般词汇词语数量多于基本词汇词语数量。滨海县

滨淮镇17个村委会名中，只有“长兴”、“新垦”、

“新生”3个词语可以看作基本词语，其余都是一

般词语。建湖县262个区划名中，基本词语约40

个，约占总数的15％。其中，新词语多(又以形式

旧而意义新的新词语为最多)，古语词少；方言词

少，几无外来词；口语词少，书面语词多；有少量行

业语。

(1)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古语词和新词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规范，盐城市区划名中沿

用的古语词已少了很多，但仍可觅其踪迹。“团”

本是明代以前盐城沿海盐民的一种产盐方式。盐

城市区划名中可见以“团”命名者，如“大团”(大

丰市新丰镇大团村)、“新团”(东台市东台镇新团

村)。除区划名，“团”作为“产盐方式”的语义已

不用于现代汉语词语。

新词语指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陆续

产生而稳定使用到今天的词语竹L引。经规范，盐

城市区划名大多为形式旧而意义新的新词语，其

次为形式意义都新者，再次为形式新而意义旧者。

“安丰”(东台市安丰镇)、“四明”(射阳县四明

镇)是“形式旧而意义新”的新词语；“革新”(射

阳县海河镇革新村)、“红星”(射阳县兴桥镇红星

“居”)是“形式且意义都新”的新词语；“瓦屋”

(盐都区大冈镇瓦屋村)、“耦耕”(射阳县耦耕

镇)沿用旧地名，是“形式‘新’(实属古今一致)

而意义旧(保留原义)”的新词语。

(2)盐城市区划名中的方言词和外来词

汉语地名“尤其是自然村落的地名，大多采

用本地方言称说”[4】。盐城市区划名中的方言

词，经规范，有些已雅化或被同音替代，不再是或

已看不出来了。现存的区划名如“头罾”(滨海县

滨淮镇头罾村)、“东罾”(同前东罾村)、“罾塘”

(射阳县合德镇罾塘“居”)都含有方言语素

“罾”。东台市琼港镇的“掠”也是方言词。除镇

名，该镇还有村名叫“掠南”。

盐城市区划名语料中未见由本民族以外民族

语言中借来的外来词。

(3)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

口语词为口头交际所常用，书面语词则多用

于正式的交际场合。越是早期的区划名，口语词

越多，后起(或经规范)区划名，书面语词越多。

因经规范，盐城市区划名中口语词数量明显少于

书面语词。亭湖区238个区划名中，像“八十

间”、“大洋”、“大星”这样的口语词不足10个，其

余都可看作书面语词。

(4)盐城市区划名中的行业语

行业语是各行各业应用的专有词语。盐城市

区划名中行业语较少且涉及行业较为集中。东台

市安丰镇下灶村中的“灶”、滨海县五汛镇范场村

中的“场”等，都与晒盐业有关。“罾塘”(射阳县

合德镇罾塘“居”)、“张网”(合德镇张网村)都与

渔业生产有关；“支鱼”(射阳县海通镇支鱼

“居”)就是鱼名；“耦耕”(射阳县耦耕镇)则是农

业生产用语。

2．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典故词

典故词蕴含一定的历史掌故。盐城市区划名

中的历史掌故包括烈士事迹、名人轶事等。“天

美”(建湖县沿河镇天美村)得名于革命烈士滕天

美的名字。“黄尖”(亭湖区黄尖镇)，据传为清乾

隆年问有黄姓人家来此烧盐和滩头小取，同时地

处新洋港南岸轭湾和滩尖头处而得名。“葛武”

(盐都区葛武镇)，据传为明代苏州葛氏(排行第

五)迁此耕耘建村，乃称葛五庄。清道光年间有

葛氏中文举，后欲文武并茂，于是改“五”为“武”。

3．盐城市区划名中的禁忌语和委婉语

禁忌语通常指言语中避免使用的词语；委婉

语则是委婉说法。早年的盐城市区划名中可见禁

忌语，如建湖县曾有“蛮子庄”。明初苏州移民在

此落户，因操吴语，当地人称其为蛮子。亭湖区黄

尖镇花川村中的“花川”(委婉语)正是由“花

(子)船港”这一禁忌语改得。经规范，语料中未

见禁忌语区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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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盐城市区划名中的词形类聚

词形类聚包括同形词、异形词、逆序词等。盐

城市区划名中多见书写形式相同但意义没有关联

的同形词(异地同名)，少见异形词，未见合乎定

义的逆序词。

1．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同形词

盐城市区划名中普遍存在书写形式相同但意

义无关联的同形词——异地同名。如东台市富东

镇和大丰市白驹镇各有一个“团结”村。语料中，

区划名为“新丰”的出现次数最多，有9次，“新

东”、“镇南”分别出现了8次，“新街”出现了7次。

2．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异形词

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异形词主要见于同一区划

名的新旧名，它们意义同一及书写形式、读音相同

或相近、内部结构相同。就同一行政区划名而言，

射阳县陈洋镇原名陈家洋，“陈家洋”与“陈洋”即

为不完全异形词；大丰市方强镇原名沟子头，“方

强”与“沟子头”即为完全异形词。

3．盐城市区划名中的逆序词

盐城市区划名中无合乎定义的逆序词。“民

新”(射阳县千秋镇民新村)与“新民”(大丰市大

中镇新民“居”)、“南洋”(射阳县海通镇南洋村)

与“洋南”(大丰市大中镇洋南村)语音形式、书写

形式相同且线性次序相反，但意义不同(非同一

地名)，不算逆序词。

四、盐城市行政区划单位名中的词义

类聚

盐城市区划名中单义词多于多义词，同义词

多于反义词，上下位词与类义词相对较少。

1．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单义词和多义词

盐城市区划名中只有一个义项的单义词多于

有两个或更多义项的多义词。一般而言，区划名

专名都是单义词。但有些专名因由来有不同解

说，可看作特殊多义词。“沟墩”(阜宁县沟墩镇)

一说原名“沟安墩”，得名于宋时范公堤上的沟安

寺；一说古称“沟湾墩”。“沟”指“戴沟”，“湾”指

石灰湾和鸡嘴湾，“墩”指沟墩街明朝抗倭遗

迹——南北两大烽火墩。
2．盐城市区划名中的同义词和反义词

区划名中同义词一般指同地异名，多见于区

划名历时分布。就同一区划地域而言，大丰市南

阳镇，旧称“芦荡集”。“南阳”与“芦荡集”便构

成等义同义词。区划名中同义词也用来表明不同

区划名词汇意义相同或相近，多见于区划名共时

分布。如“团结”(大丰市白驹镇团结村)和“同

心”(亭湖区新兴镇)，“利民”(大丰市大中镇利

民村)和“益民”(建湖县上冈镇益民村)等构成近

义同义词。

盐城市区划名中反义词主要集中于表示空间

的方位词。它们有时同时存在于一个较小区划范

围内。如盐都区北龙港镇同时有“南龙”、“北龙”

两个居委会。盐城市范围内这种表示空间的反义

方位词就更多了。“配套”的有：“城东”(响水县

响水镇城东“居”)与“城西”(阜宁县阜城镇城西

村)、“城南”(建湖县近湖镇城南“居”)与“城北”

(阜宁县阜城镇城北村)。也有形容词构成某些

区划名的反义语素，如“大尖”(射阳县海通镇大

尖村)与“小尖”(滨海县正红镇小尖村)中的

“大”与“小”、“新街”(东台市新街镇新街村)与

“老街”(大丰市大中镇老街“居”)中的“新”与

“老”。

3．盐城市区划名中的上下位词和类义词

上位词与下位词分别处于语义场上、下两层

次。行政级别不等的区划名，不属上下位词。如

“界牌镇”的“界牌”不是“界牌村”的“界牌”的上

位词，反之亦然。盐城市区划名有些虽然不在同

一区划范围内，但就一般语意而言，可看作上下位

词。如“烈士”(亭湖区步凤镇烈士村)是上位词、

“双烈”(亭湖区新兴镇双烈村)、“三烈”(滨海县

东坎镇三烈村)、“四烈”(射阳县新坍镇四烈村)、

“五烈”(东台市五烈镇)等是下位词。

同一上位词之下在同一层次上的一组词是类

义词。盐城市区划名中，前例中“双烈”、“三烈”、

“四烈”和“五烈”彼此构成类义词。

五、盐城市区划名中的词的结构

语料中的盐城市区划名未见单一语素构成的

单纯词，基本上是由两个或更多语素构成的合成

词。其中主要为复合式结构，以偏正(定中)型为

最多，偏正(状中)型、联合型、主谓型、动宾型等

较少，中补型最少。

东台市琼港镇18个村名中，有14个是偏正

(定中)型合成词，约占总数的78％。“溱东”(东

台市溱东镇)因在泰县溱潼之东而得名；“南沈

灶”(东台市南沈灶镇)原名“沈灶”，因原与大丰

县沈灶公社同名，被冠以“南”字；“响水”(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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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语意为“会发出响声的水”。上述区划名都属

于偏正(定中)型合成词。

偏正(状中)型合成词较少。如“耦耕”(射阳

县耦耕镇)，意为“两人合耕”。

“阜宁”(阜宁县)意为“土阜民宁”，由形容

词性语素“阜”、“宁”构成；“安丰”(东台市安丰

镇)意为“既安全又丰收”；“富安”(东台市富安

镇)意为“富裕安定”；“塘坝”(东台市时堰镇塘

坝村)意为“开塘筑坝”。上述区划名都是联合型

合成词。“新曹”(东台新曹镇)是特殊联合型合

成词，合取境内新田、曹苴墩各一个语素而得名。

“首乌”(滨海县滨海港镇首乌村)，意为“头

发黑”，应系多产“何首乌”而得名，从构词角度分

析是对的；“民富”(盐都区新都“街”)意为“人民

富裕”，都是主谓型合成词。

“沿堤”(东台市琼港镇)、“蹲门”(同前)是

动宾型合成词。

“推广”(射阳县千秋镇推广村)意为“推动使

广大”，属于中补型合成词。

准确判断盐城市区划名中词的结构，离不开

对区划名由来及语意的正确理解。

前例偏正(定中)型合成词“响水”不能望文

生义理解为动宾型合成词。“张网”(射阳县合德

镇张网村)不应理解为动宾型合成词，而是主谓

型合成词，因其得名于新中国成立前一张姓渔民

经常在此设网捕鱼。“老舍”(响水县老舍乡)是

偏正(定中)型合成词，不应理解为作家舒庆春的

笔名。相传清乾隆年间，安东高氏等迁此定居。

因此庄始建较早，皆住草棚茅舍，故取名老舍，即

“老的屋舍”的意思。

有些区划名因是人名，所以不能臆断其“合

成词”类型。如“益林”(阜宁县益林镇)得名于明

末流迁到此地的苏州人陶益林的名字，不是偏正

(定中)型合成词。

有些区划名作为专名可视为词，而实际结构

为短语。这类区划名为数不多。如“九里”(建湖

县恒济镇九里村)就是一个数量短语，也是名词

性短语。“东方红”(盐都区秦南镇东方红村)是

一个主谓短语，也是动词性短语。

盐城市区划名在词汇学诸方面要素分布呈不

均衡状态，且因区划名命名的不断规范化而有日

渐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词汇单位中语素和固

定短语越来越少，词汇类聚中古语词、方言词、典

故词、禁忌语等越来越少，词形类聚中同形词越来

越少，词义类聚中多义词越来越少，词的结构中偏

正(状中)型以外的合成词越来越少等，影响了盐

城市区划名命名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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