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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史研究》出版

来源：　作者： 　点击数： 0

《中国地名学史研究》，华林甫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地名学是专门研究地名起源、产生、发展及演变的一门学科，涉及地名渊源、地名通
名、地名命名与更名规律、地名定位、地名用字、地名读音等领域，包含了地名的音、
形、义、位、类五大要素。2021年3月，我所华林甫教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
地名学史研究》一书。

本书系作者已出版的“地名学三书”的后续探索，共分二十章，汇集作者二十多年来地名学研
究心得（各章均曾以论文形式发表，收录时避免与已出版专著的重复），旨在初步构建中国地名学
史学术体系。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时序编排，研究中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
传统地名学以考释地名渊源为主要特征，经历了个体地名研究、群体地名研究和地名整体研究三个
发展阶段。其学萌芽于先秦，奠基于两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有了显著发展，唐宋时代取得了一
系列进步；在明朝万历年间诞生了第一部专门进行地名渊源考释的著作——《郡县释名》，其中颇
有理论高度的认识。清代地名典籍更繁，作者择前作未涉及的三位清人著作作出研究，补入此书，
又介绍于民国问世的第二部解释地名渊源著作——《今县释名》。至此，上篇十一章以细致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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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梳理，建立起由先秦迄民初的中国传统地名学脉络。下篇九章则以“纵论古今”为目，结合历
史经验，思考当代问题，如直辖市与自治区通名改革、分省模式探讨、县级政区通名划一等主题，
也包含越语地名、国号地名等专题研究，每有卓见动议，既表现出作者“经世致用”的时代关怀，
也反映出地名研究在当代广阔的应用前景。

作者梳理中国传统地名学发展脉络，构建了地名学史学术体系，并进一步提出要对中国各断代
的地名做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呼吁建立中国的“地名地理学”。（崔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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