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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清镇地名词语多维度解析 

吴畏 黄秀梅1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又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是语言的一部分, 是人们对不同

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符号, 更是文化信息的载体。

地名词语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稳固性, 是反映当地文化、民俗、历史的活化石。文章主要以《贵州省清镇县地名志》所载地名

词语为研究对象,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清镇地名词语进行多维度的解析。从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来分析清镇地名命名的理据以

及地名之中蕴含的文化内涵, 并且梳理出地名词语中保留下来的历史词和方言词。 

关键词： 清镇地名； 语言； 命名理据； 文化内涵；  

一、贵州地名研究的现状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又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是语言的一部分, 是人们对不同方位、

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地名有两点基本属性:一是指位性, 主要表现为地名所代表地

理实体在地球表面上具有一定方位和范围, 即具有一定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性, 主要表现为地名是社会的产物, 它的命名、

更名、发展、演变受到社会历史现象的影响和制约。 

早期有关贵州地名的研究仅见于贵州历代的地方志和有关贵州地理历史的专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在全国地名普查工

作的影响下, 贵州省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各市县开展地名录入工作, 编撰出版了大量地方志和地名录。近年来, 有关贵州地名的

研究越来越丰富。金美在《贵州民族语底层地名命名和语用变易的成因》 (贵州民族研究, 1999 年第 2 期) 一文中结合了地名

和文化的关系探讨了贵州众多少数民族语地名的产生的语源和语用的变异因素, 目前有关于贵州少数民族语的研究还比较稀少, 

该文章专门分析了贵州主要的少数民族语地名, 如苗族地名、布依族地名、侗族地名和仡佬族地名等。探讨贵州地名词语语源

情况的还有吴育忠的《贵州省各市县区名称语源类型的区域差异》 (中国地理学会 2012年学术年会, 河南开封-郑州) 一文, 论

文以贵州现行的市、县和区名为研究对象, 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这些地区名称语源的具体特点。贵州地名词语的语源分

析有利于了解地名最初命名的理据, 避免人们对地名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 具有语言的基本特征, 

因此对于贵州地名词语的语法结构研究也比较丰富, 陈遵平《贵州省遵义市地名志》 (贵州文史丛刊, 2002 年第 4 期) 一文中

详细分析了遵义地名词语的结构, 范艳《贵州地名解读》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 12期) 则从专名与通名之

间的关系分析了贵州地名的结构。有关贵州地名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如伍文义的《贵州高原布依族反映的地名及其

稻作文化》 (贵州民族研究, 1998年第 2期) 、肖永凤的《浅析六盘水地名的文化意蕴》 (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年 10月第 19卷第 5期) 、吴伟军《屯堡方言岛地名的比较研究及其文化内涵透视》 (毕节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1期第 28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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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名学作为一门学科, 不仅有着具体的研究对象, 同时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有关贵州地名命名的规律及特点的研究也开

始浮出水面, 石开忠所著《贵州地名来源探析》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一书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贵州地名的命名特点, 包

括对贵州汉语地名特点和少数民族语地名特点的详细分析。石林的《侗语地名的得名、结构和汉译》 (贵州民族研究, 1996 年

第 2期) 针对贵州省内不同地区的侗语地名的得名和含义进行了调查分析, 进而得出了侗语地名的结构规律。 

总体来看, 贵州地名研究角度丰富, 包括了地名词语的语源、构词、文化内涵和命名规律等。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 多民族性造成了贵州地名中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名, 但是目前民族语地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大多只是涉及到了民族语

地名的皮毛, 专门研究某一民族语地名的论文如石林的《侗语地名的得名、结构和汉译》、伍文义的《贵州高原布依族反映的地

名及其稻作文化》 (贵州民族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贵州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地名命

名上也必定有一些差异。对贵州地名的探讨大多也集中在行政区划地名上, 如市县区名, 深入镇和村地名的研究较少。专门针

对贵州某市县的研究, 如孙晓竹的《贵阳地名中蕴含的竹文化》 (贵州文史丛刊, 2010年第 2期) 、谢红生的《贵阳地名源流》 

(贵阳城事, 2011 年第 6 期) 、肖永凤的《浅析六盘水地名的文化意蕴》、陈遵平《贵州省遵义市地名志》等, 但贵州很多市县

的地名研究仍属于空白状态, 贵州地名研究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符号, 更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地名词语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稳固性, 是反映当地文化、民俗、历

史的活化石, 值得进行深入的语言文化探研。从多维度对清镇地名所承载的文化进行语言学分析, 会探索到贵州地名所反映的

历史风貌、所昭示的地域文化特色、所体现的地形地貌和乡愁。清镇的地名从语言学的角度向世人展示清镇的地名文化特征。 

二、清镇地名词语的结构 

清镇位于贵州中部, 属贵州的省会贵阳市。清镇明初为贵州宣慰司辖地, 这片地方为彝族世居地。“清镇”之名来源于清代

康熙二十六年, 朝廷裁去威清卫、镇西卫, 取威清之“清”和镇西之“镇”设清镇县。清镇县 1992年更名为清镇市, 改属贵阳

市, 但建制一直未变。《贵州省清镇县地名志》是清镇政府于 1987 年出版的一部地名专志, 这是清镇第一部地名专著, 收录了

清镇县地名 3140 条, 其中:村委会以上行政名称 333 条；自然村名称 2610 条；主要企事业单位名称 54 条；山峰名称 118 条；

河流名称 8条；洞穴名称 4条；人工建筑 (水库、桥梁、机场、铁路) 5条；风景名胜古迹 9条。作为清镇第一部地名专著, 它

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反映清镇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面貌。本文主要对 2610条自然村名称进行分析, 具体如下。 

1. 地名词语的长度 

清镇地名词语主要以三音节居多, 是双音节专名和单音节通名的组合, 其次是两个音节的地名词语, 通常是单音节专名和

单音节通名构成。四音节和五音节占少数, 表 1是我们对 2610条地名音节长度的统计。 

表 1 清镇地名音节长度统计 

长度 数量 比例（%） 举例 

两音节 857 32.84 高坡、哨关 

三音节 1641 62.87 对门寨、雷打冲 

四音节 104 3.98 丁家屋基、传动槽子 

五音节 8 0.3 小雍林丫、杨梅树包包 

2. 地名词语的结构 

地名词语是语言里的专有名词部分, 其结构和普通词语的结构基本相同。描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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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纯词 

清镇地名词语中略见单纯词, 多数是少数民族语言音译的结果, 如:克扣、下克乃、瓦腊、谷腊、落夯、腊拜、腊连、林歹、

雍旮、鲁楚等。这些地名体现了贵州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民族分布态势。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 其中世居民

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畲族等 18个民族。清镇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彝族、

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 

(2) 复合词 

A偏正结构 

偏正结构里一般以“专名+通名”的形式出现。前面是专名, 后面是通名, 专名修饰通名。如:“打油寨”, “打油”是专

名, “寨”是通名, 专名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作为专名的词, 最常见的有名词、形容词、方位词。例如名词大树 (脚) 、

娃娃 (桥) 、狮子 (山) 、猫儿 (坡) 、桃子 (冲) ；形容词:黑 (土) 、小 (堡) 、新 (寨) 、白 (岩) 、红 (岩) 、高 (坡) ；

方位词:下 (坝) 、上 (寨) 、对门 (寨) 、中 (坝) 、后 (坝) 。 

B方位结构 

名词+方位词:大坡上、塘边、岩背后、洞底下、岩中间、山后头、杉树脚；方位词+名词:下庙、上寨、下寨、对门寨、下

山口、上麦坝、中麦坝, 前一种结构比后一种结构更为常见。 

C其他结构 

下面列举一些在清镇地名词语中不多见的结构地名, 主要是以“通名+通名”和“专名”的结构方式出现, 如:哨关、坡岩、

钟鼓、够找、龟落、雍旮、克扣、垮土、右十、左八、犁倭、堆柴、小支张、幸福、秧蓑。专名修饰通名, 作为专名的短语的

结构就要丰富得多, 常见的结构有偏正短语:偏山 (寨) 、血厂 (坡) 、假角 (坡) 、苦水 (田) 、石马 (关) ；述宾短语:淹

妹 (井) 、溜马 (石) 、望城 (坡) 、挖石 (坡) 、转角 (落) ；主谓短语:火烧 (寨) 、雷打 (冲) 、水淹 (坝) 、牛困 (塘) 、

马落 (岩) ；数量短语:二亩 (田) 、三硐 (桥) 、五厢 (田) 、四角 (田) 、三岔 (土) ；联合短语:浪风 (台) 、鸡猫 (洞) 、

羊雀 (河) 。清镇地名最常见的构词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姓氏+地形 (罗家寨、韩家坝) 、动物+地形 (狮子山、野猫冲) 、植

物+地形 (大麦哨、毛栗山) 。 

三、清镇地名命名的语言机制 

语言机制指语言的构造和应用原理, 即语言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为交际服务, 是因为与语言机制有密切

的联系。在地方的命名上语言动用了预设机制、经济机制、类推机制等。 

1. 预设机制 

预设是人们在交流时必须动用的常识性的已知信息, 人是用自己的全部文化背景、生活常识和人生智慧去构建和解读每一

个词语和句子的。地名词语在构词时就动用了当地当时人们的文化背景、生活常识和人生智慧, 解读这些词语时也需要动用了

同样的文化背景、生活常识和人生智慧。如“冲”用作地名的名词, 是荆楚方言, 指山区的平地。湖南地名中有韶山冲, 贵阳

地名中有五里冲, 清镇地名中有雷打冲。春秋以前, 贵州为荆州西南裔, 属于“荆楚”的一部分。贵州与湖南有相同的“荆楚”

文化背景, 故作为地名的“冲”字通用。清镇地名中的雷打冲, 指这一处山中平地是雷打出来的。不明白“冲”这一方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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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没有这一语言预设就读不懂这一地名。又如“湾”用作地名的名词, 是指水流弯曲的地方。中国的地名南北东西都有湾, 

西北有三里湾, 湖南有毛家湾, 清镇有杨树湾、胡豆湾等。没有这一语言预设就无法知晓这些地方地形的特点。再如, 清镇地

名“猫场”不是指买卖猫的市场, 而是指赶集的地方。赶集在南方方言中叫做赶场, 清镇赶场日与常见的农村每月逢 2、4、6

为赶场日的赶场日约定法有所不同, 清镇赶场日是按十二生肖计算, 老虎在贵州农村也被称为大猫, “猫场”就是逢虎日赶场。

如果没有这一语言预设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一地名, 往往会按字面意思将其理解为卖猫的市场。 

2. 经济机制 

语言学的经济是指节省, 经济机制是指语言中尽可能减少有效交际所需的语言成分, 其实就是为了节约字数和发音省力。

清镇地名词语最短的两个字, 最长的五个字, 以三个字的居多, 充分体现了语言的经济原则。清镇地名的命名符合语言的经济

机制, 便于人们记忆和称说。“逢大猫日 (虎日) 赶场的地方”被经济为“猫场”, 既上口又好记, 便于流传, 再如 

3. 类推机制 

类推机制是指在语言应用时, 受语言的某种规律和模式的影响, 语法和词汇发生同化、整化的过程。用此机制命名简便高

效, 表意明晰、提示性强, 便于普及和传播。如“关”, 用作地名的名词, 是指关口、要塞, 古代在险要地方或国界设立的守

卫处所。甘肃有阳关、玉门关, 那是古代中原人进出西域的关口。清镇地名中的“关”也指要塞、关口, 有 11处, 如枫香关、

石关等。“箐”用作地名名词, 是指树木丛生的山谷, 有“箐”字的地名有 18处, 如九里箐、杨家箐等。“哨” (有哨所的地方) 

有 10处, 如大麦哨、茶花哨等。有“冲” (指山区的平地) 字的地名有 145处, 如刘马冲、野猫冲、东苗冲、莫家冲、麦冲等。 

通过类推机制命取的地名为我们勾画出清镇百姓生活的环境:少数民族聚居于此、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居一地 (寨有 422 处,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通常称为“寨”, “寨”指村庄) , 这里青山座座 (坡有 195处) 、山势平缓 (坝有 187处, 冲有 145处) 、

山路弯弯 (坎有 17处) , 绿树丛生 (林有 30处, 箐有 18处) 、河道众多 (河有 27处、沟有 39处) 、流水潺潺 (湾有 83处) , 

庭院深深 (院有 54处) 、阡陌纵横 (路 54处) , 经济比较繁荣 (厂有 23处, 窑有 7处, 场有 5处) , 社会稳定, 有政府军队

镇守 (堡有 20处、哨有 10处) 。 

四、清镇地名命名的理据 

清镇地名词语就像一面镜子, 反映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风貌、历史情况。通过对清镇地名词语中的通名和专名的分析, 我

们能看出人们当初命名的理据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1. 地名的通名清镇地名中的通名, 具体分析如下: 

(1) 以地形地貌、水文特征为理据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 地貌属于高原山地, 平均海拔在 1 100 米左右, 山多田少,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清镇市

位于贵州中部, 黔中腹地, 地处苗岭山脉北坡, 乌江干流之鸭池河东岸, 地貌属于以山地、丘陵为主的丘陵盆地。地势南高北

低, 南部是浅丘洼地, 中部地势较开阔, 是丘陵盆地, 北部是岩溶丘陵山地, 河谷地带切割较深。清镇市山地占 30.5%, 丘陵占

59%, 坝地占 5.5%, 湖泊水面占 5%。
[1]1

从“坡”“山”“坝”“岭”“坎”“坪”“湾”“洞”“岩”“垭口”等通名, 都可以解析出清

镇是一个多山的地区, 岩石、溶洞是其一大特色。“坝”指地势开阔平坦的地方, “坝”在通名中所占比例十分大, 准确地反映

出清镇多山中盆地的地形特征, “包包”“屋基”“麻窝”“垭口”这样的双音节通名, 带有浓厚的方言特色。“包包”是指有一

座座石头特别凸起的地方, 如“石包包”；“屋基”是地基的意思；“麻窝”指的是地势洼陷的地方, “垭口”指狭窄的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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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湾”“井”“塘”“沟”“河”“滩”等地名可以看出清镇是一个不仅有山, 而且还是水源充足的好地方。清镇市位于乌江

干流鸭池河东岸, 境内从南到北排列着鸭池河、暗流河和猫跳河三条河流, 水资源丰富, 清镇“高原湖乡”的美名就得益于这

良好的自然条件。“井”这一通名在清镇地名中处处可见, 在不大的站街区内就有上龙井、下龙井、沙井、九眼井、小水井、道

井等十多处。除此之外, “河”“沟”“滩”“湾”“桥” (老马河、三道沟、水落滩、水冲湾、娃娃桥) 等通名都反映出清镇是

一个水源丰富的地方。 

(2) 以人文历史为理据 

“寨”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通名,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与当地少数民族有关, 因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通常称为“寨”。

清镇有 6个民族乡, 其中苗、布依、回、侗、彝、水、仡佬等民族 76022 人, 占总人口的 19.4%。
[1]3

二是和军事方面有关, “寨”

原指的就是驻兵的营地, 后指村庄。与军事方面相关的通名还有“哨”“岗”“屯”“关”“堡”等。如今清镇东郊的“黑泥哨”

在历史上就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据《清镇县志》记载, 明末威清卫 (现清镇城区) 有 15哨, 黑泥哨为一大哨, 驻扎着军兵

25名, 其余各哨都汇聚于黑泥哨周围。当时的黑泥哨是贯通连结威清卫与布政部院 (今贵阳市城区) 的重要交通枢纽。[2]这条

驿道向东抵达贵阳, 向西进入清镇城, 再往西南, 至平坝, 过安顺, 可达云南, 西北过鸭池河到四川。清镇“芦荻哨”距今已

有 600 多年的历史, 明朝洪武年间在威清卫南门通向平坝卫的驿道上设立哨所, 因驿道旁猫跳河两岸长满茂密的芦荻, 而取名

芦荻哨。清同治元年 (1867) 七月初五, 何得胜领导的苗族起义军在芦荻哨天生桥击毙清军提督赵德光, 震惊清庭。芦荻哨也

因此成为了贵州最有名的哨所, 在清代《清镇地理位置图》上芦荻哨是唯一一个明确标出的哨所。贵州各卫的军屯, 大都以百

户所为单位, 或称为屯, 或称为堡。根据这种军事制度而命名地方, 有的以百户长官或总旗长官姓氏命名, 如张官堡、杨关堡、

刘关堡、姜家堡等；有的直接用百户长官名字命名, 如陈亮堡、肖玉堡等；有的以驻地军事或地理特征命名, 如高山堡、花椒

堡、操子堡、高堡等。 

“场”在清镇地名中也频频出现, 如“猫场”指原逢虎日赶场, “鼠场坝”, 按十二生肖鼠日为赶场期, 鼠场坝由此得名。

“赶场”是农村普遍实行定期的集市贸易。比如人们约定俗成每月逢 2、4、6 为赶场日, 那赶场当天, 附近村落的人都汇集到

镇上买卖东西。约定的日期也分阴历阳历, 这是最普遍的赶场日约定法。从地名我们可以看出, 清镇赶场日有所不同, 它是按

十二生肖计算, 如“猫场”就是逢虎日赶场, 上一场与下一场相隔十一天。“赶场”在北方叫做“赶集”, 现在大城市已不存在

赶场日, 但这种赶场文化依然可以从地名中窥见。 

(3) 以经济生活为理据 

从“厂”“窑”“店”“铺”“房”等通名来看, 究其由来和含义, 大都与当地的经济贸易、手工业相关。“厂”是具有一定规

模的用机械制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工场。清镇地名中含有“厂”的地名有:纸厂、铁厂、老碗厂、瓦厂、火药厂等。“窑”

本义是烧砖瓦陶瓷器的灶, 引申义表示烧制瓦器的地方。清镇地名词语中含有“窑”的有:石灰窑、煤炭窑、坛罐窑等, 从其命

名可以看出, “窑”不仅限于烧制瓦器之地。从“店”“铺”“房”则可以看出当地的小规模作坊很多, 从“榨油房”“粑粑店”

“旧铺子”等地名可以看出其经营规模不大, 属于一般的小手工作坊。从这些地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清镇的经济情况及生活面

貌。 

2. 从清镇地名的专名来看 

(1) 以家族姓氏为理据 

姓氏地名是指构成地名的专名部分是由姓氏组成, 体现了地名以家族姓氏为理据的特点。清镇地名词语中最多的是以姓氏

作为专名命名的, 如粱家寨、欧家坡、毛家井、龙家院、兰家湾。以姓氏命名地名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 姓氏是代表有

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宗族群居, 地名文化也反映出这种特征。人类有占地为己有, 占地为王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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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一地, 用自己姓氏命名的方式来向他人宣告这块土地的主人。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口的迁移, 以家族姓氏命名的地方已不

再是只有该姓的人居住, 也有其他姓氏的人入住。比如说今天的“梁家寨”不再是全部姓梁的人居住, 因为婚姻嫁娶、人口迁

徙、人员交流等原因, 已有不少外姓人口入住。这种以家族姓氏为理据命名的地名主要还是受到中国传统宗族制度的深刻影响, 

这种传统宗族观念千百年来都未曾改变。[3]同时体现了贵州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民族分布情况, 贵州清镇虽世代居住

着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 但汉族人一直与少数民族杂居、混居。 

(2) 以动植物为理据 

人们往往喜欢选取自己身边的事物来给地点命名, 以动物、植物作为专名在清镇地名中处处可见。以动物作为专名, 包括

动物的躯体部位。如老马河、猫儿洞、猫耳岩、蜂子坡、凤凰山、鸡冠山、狮子坡、羊角河、羊湾、蚂蚁坝等。如果某一地方

经常出现某种动物, 人们就直接用该动物来命名, “蜂子坡”因建村于蜜蜂山坡脚, 故名。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运用修辞手法

来给地名命名, 如“燕子岩”因村前一岩与燕子相似, 故运用比喻手法来名。“狮子坡”因村后山坡与狮子相似, 故名。以植物

作为专名, 包括植物的果实。这样的地名词语反映了当地的物产, 仅仅从名字就可以知道盛产什么。以果树为专名的, 如梅子

树、桃子冲、苦李井、柿花树、芭蕉冲、杨梅树包包、樱桃麻窝、柑子林、梨园。以树名作为专名的, 如松树林、冬青坝、桐

木寨、桂花树、白杨林、杨柳冲、皂角树、弯樟树、檬子树、青冈林、白果树、香樟树、杉树林、苦葛林, 其中不乏稀有树种。

以农作物或野菜作为专名的, 如麦田、糯米田、小米塘、萝卜土、菜子园、高笋塘、慈菇塘、胡豆湾、油菜冲、菜子湾、韭菜

塘、青菜坡、椿菜坡、蕨草寨、黄花寨。以竹和茶为专名的, 如苦竹山、茶林坡、大竹园、竹山、大竹林、小茶山、茶湾、茶

厂等, 从中可以看出清镇丰富的竹林和盛产茶。 

(3) 以工具 (材料) 为理据 

以工具作为专名命名, 如:马鞍山、筲箕湾、斗篷寨、蓑衣坡、簸箕田、鸡笼坡、马槽井、甑子山、枷担湾。人们用马鞍、

蓑衣、斗篷、簸箕、筲箕等日常生活用品来命名, 简单易记。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过去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慢慢地从我们的

生活中消失。从清镇地名词语中, 我们发现了许多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生活必需品。如“甑子山”中的“甑子”, 音[zeng51], 一

种炊具, 主要用于蒸米饭, 外部略像木桶, 但底部为竹子编成的向内、向上略拱的圆锥, 因此有许多小孔, 放于锅上蒸食物, 

甑子蒸出来的饭有浓浓的一股竹香味儿。再如“枷担湾”中的“枷担”, 随着农耕时代渐渐离去, 枷担也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 

枷担是用来犁田的一种农具。这样的词语还有“簸箕”“撮箕”“槽子”等。从地名中我们发现了过去人们生活方式的痕迹。 

五、方言词和历史词 

清镇地名词语中有一部分词语因方言的读音而改变字形。如“普洒”从字义和读音上都不可能联想到它和“菩萨”有关系。

“普洒”本是因为村后山王庙内塑有菩萨, 就命名为菩萨, “菩萨”在清镇方言中读作[pu24sa55], 后来由菩萨易为普洒。“麦

耐”因这个地方产煤而得名, “煤”和“麦”在清镇方言中都读作[mei21], 原为“煤耐”的被易作“麦耐”。“老将冲”原为“老

姜冲”, 因为这里盛产姜。“卜音大寨”原为“不音 (喊不应的意思) 大寨”, “应答”的“应”在方言中读为[yin44], 所以

“应”易为“音”；“落海”原为“落鞋”, 清镇方言的“鞋”读为[hai21], 读音和普通话的“海”相近, 所以“落鞋”就易为

了“落海”；“黄连寨”原为“黄脸寨”, 这个地名其实和中药的“黄连”一点关系没有。“连”和“脸”在方言中分别读作[lian21]

和[lian42], 读音相似。我们认为在规范地名读音字形方面应尽量使地名词语反映出当地的情况, 使人们能够从地名中尽可能

多地获取信息。 

清镇地名词语中的历史词大多都与军事有关, 明朝时期, 政府为了加强对贵州和云南的统治, 在贵州普遍设置卫所。卫所

制度是用军事组织的方式迫使农民既为国家当兵又为国家纳粮的制度。明代先后在贵州境内设卫三十个, 所一百四十余个, 并

遍置关、哨、屯、堡等。“所”有内外之别, 内所一般指前、后、左、右、中五千户所, 设在卫城内或卫城周围, 外所一般距卫

城较远。如今清镇的中八、中三、右七、左六等地名, 都是明代屯军的遗迹。军队用于操练的地方就叫“校场”和“操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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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驻扎的地方“营盘”；军事防守的烽火台和城墙在地名词语中也有迹可寻, 如“火烽冲”和“城墙脚”。贵州设立卫所以后, 驿

道也渐次开通, “站街”就是以清代设驿站而得名。 

六、小结 

地名词语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 所以它能更好更完整地反映出当地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清镇地名词语

基本上属于“专名+通名”的结构, 通名一般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分类, 专名是对通名命名的地点用某种特征进一步来区分, 

标准地名一般就是“专名定位, 通名定类”的情况。但是清镇地名词语中有一部分不属于这种典型“专名+通名”地名的结构, 这

些地名词语更好地体现了清镇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 这部分词语在研究当地文化时具有更大的价值。清镇地名保留了命名时

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通过对其命名的理据探析, 挖掘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清镇地名反映了当地的地形地貌、水文特征和物产情

况；反映了古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反映了汉民族的宗族制度和农村“赶场”的民风民俗；反映了古代的农耕文化。地名是活

跃的文化细胞组成的一道道文化的脉络, 清镇地名词语一方面记录着当时当地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方面积淀了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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