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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地 名 变化 析 乌 海市 发 展

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姚克成

【论文提要】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语言代号和地图的主要元素。地名的变

化能够揭示地名所在地区社会状况的某些变化。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地名变

化，可以发现这个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笔者以二十世纪期七十年代以来出版

的乌海市地图、乌海市地名志和乌海市志为主要参考资料，从对比研究乌海市的

地名变化入手，分析了乌海市建立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和发展。

关键词：地名 乌海市 社会变迁 蒙古史

地名是地图的主要元素。打开任何一张不同种类、不同比例尺的地图，人们首先

看到的不仅有那些表示不同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图例，还有那些布满全图、疏

密不一的地名。如果说地图是描述了一个地区某段历史进程的图画，那么地名则

是记录了这段时期社会变迁的标本。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地名变化，可以发

现这个地区社会变迁的许多内容。因此，笔者拟从对比研究乌海市的地名变化入

手，通过着重比较二十世纪期七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张地图中的地名，分析乌海

市建立三十多年来发生的变化和发展。

一． 地名不仅是地理实体的语言代号

众所周知，地图是人们生活、旅游、生产、建设、行军和考察等许多活动的

重要工具。没有地图，人们的这些活动就无法顺利进行。地名还是绘制地图的重

要资料。没有地名，地图就不便使用。

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语言代号，属于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地名一般有

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专名用来区别于其它同类的地理实体，通名用来表示该

地理实体的类别。例如，五虎山，“五虎”是专名，专门用来区别于其他的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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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通名，表明此地理实体是山不是河。换句话说，这个地名至少包含了两

层含义：一、这个地名通常用来称呼一座山。二、这座山的名字叫“五虎”。当

然了，用山水名称来命名一个居民点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但是，这种现象往往出

现在先有山水名后需要给一个居民点或者其他地理实体命名的情况下。例如，位

于海勃湾区境内的“千里山钢厂”、 “千里山镇”、 “海勃湾千里山工业园区”、

“千里山西街”和“千里山东街”1等等，都是因为海勃湾“境东部耸立的千里山

（采台山）而得名。”2

地名大多具有一定的含义。有的地名来自一段传说，比如，“五虎山”一名

就是来自一段传说，相传“当年此山有一位蒙古族老牧民，有五子，个个英俊彪

悍，勇猛如虎。于是，他把胡子梳成五绺，象征他有五个虎子，故人称‘五胡子

山’。以后，衍变成五虎山。”3 有的地名则取自该地理实体的特征，例如，方方

山，山名，“位于五虎山街道办事处驻地西南约 12 公里处。因为此山的形状呈方

形，故名。”4 还有的地名取自当地的物产，例如，梅勒车站，“火车站。建于

1972 年。因此地生长一种叫做‘梅勒’的野生植物，建站后，命为今名。”5有的

地名则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如，“巴音陶亥”（海南区境内）蒙古语意为“富

饶的河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地名大多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即使是粗通蒙古语和汉语的人也可以明显地

看出，在内蒙古自治区航空遥感测绘院和乌海市旅游局编制、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中，不少地名源自蒙古语、汉语和藏语。

例如，阿特图乌拉（山名，位于海勃湾区北部）、乌素（居民点名，位于海勃湾

区北部黄河东岸）、乌兰阿日勒（居民点名，位于乌达区北部黄河西岸）、赛汗乌

素（居民点名，位于海南区东风墓群东北），这些地名显然因译自蒙古语。例如，

“满巴拉僧庙”和“ 拉僧庙镇”（ 位于海南区境内）等于藏传佛教寺庙有关的名

称其语源也往往为藏语。另外，还有不少地名系蒙汉合璧、蒙藏合璧或者汉藏合

璧，因为显而易见，恕不一一举例。

地名的使用一般名从主人。乌海市是一座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人口居多数

的多民族聚居城市，一地二名甚至多名的现象也时有出现。不同民族的人们往往

按照自己的母语表达习惯使用地名，这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地名使用中的一种普遍

现象。例如，“桌子山”一名是汉族人对乌海市境内一座大山的汉语称呼，而且

认为该山形似桌子，故名。然而，蒙古族则称之为“乌仁都喜乌拉”，蒙古语含

意为“巧铁匠的砧子山”6。二者虽然取名方法一样，但是名称不同，各民族人们

的使用情况不同。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地名的变化通常反映了地

名所在地区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状况发生的变化。虽然乌海市的地名变化不能完全

反映该市的发展，但是，通过对这些地名的考证和分析，却可以对乌海市居民的

民族结构、语言使用、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等情况管窥一斑。

                                                       
1
《乌海市旅游交通图》，内蒙古自治区航空遥感测绘院、乌海市旅游局编制，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 张元明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53 页，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 1989 年 12 月编印。
3 同上，第 101 页。
4《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101 页。
5 同上，第 94 页。
6 同上，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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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地名变化析乌海市发展

“1975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巴彦淖尔盟乌达市和伊克昭盟海勃湾市

建置，合并所辖区域成立了乌海市，为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市。1992 年年底为止，

乌海市共辖 3 区。乌达区  1959 年设乌达镇，属阿拉善旗。1961 年 7 月设乌达市，

隶巴彦淖尔盟。1975 年 8 月撤消乌达市建置，设乌达办事处，隶乌海市。1979 年

12 月设乌达区。海勃湾区  1955 年设桌子山矿区办事处。1961 年 7 月设海勃湾市，

隶伊克昭盟。1975 年 8 月，撤销海勃湾市建置，设海勃湾办事处，隶乌海市。

1979 年 12 月设海勃湾区，为乌达市政府所在地。海南区 原位海勃湾市一部。

1976 年设拉僧庙办事处。1979 年 12 月设海南区。”7

“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市，是一座新兴的资源性工业城市，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西部，总面积 1754 平方公里，辖海勃湾、乌达、海南三个区，总人口

47.7 万人。共有 25 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 24 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乌

海地区只有 410 名居民。”8

“乌海市地处黄河上游，毗邻宁夏，是华北和西北地区交汇处，东北、华北

通往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还是‘宁蒙陕’经济区的结合部和沿黄经济带的

中心，是新疆、甘肃、宁夏开发运行的大通道，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占

有重要位置。”9

“1988 年乌海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实验区和对外国

人开放城市，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乌海市矿产资源丰富，成组配套，得天独

厚，是一片待开发建设的热土。”10

“1996 年 7 月乌海市被国家建设部确定为全国矿区城市建设试点市。乌海工

业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度，尤其是近几年，乌海市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11

“乌海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三个世界级的旅游产品，一是桌子山岩画

群，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珍品，分布广、数量多、内容丰富、

风格古朴，在国内外岩画界占有很高的地位；二是被学术界称为‘活化石’的国

家级保护植物四合木；三是拥有亚洲之最，长 40 米、底径 1 米的石炭纪硅化

木……”12

在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使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如果

您想获得关于乌海市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某些信息，需要查阅大量

的图书资料，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在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的今天，这

种复杂繁重的工作变得异常的简单和轻松。只要在 “谷歌”（ www.google.cn）和

“百度”（www.baidu.cn）等搜索引擎的搜索方框内输入与此信息有关的几个字，

然后点击一下“google 搜索”或者“百度一下”，成千上万的信息链接就会在一二

秒钟之内出现在您的电脑屏幕上。您可以从容地筛选您最需要的信息，经过认真

                                                       
7 周清澍主编，亦邻真、张久和等人著：《内蒙古历史地理》第 292 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7 月出版。
8 乌海市政府信息网“乌海概况”栏，网址 http://www.wuhai.gov.cn/inforead/readnews.php?class=乌海概况

&subclass=乌海概况&id=42296 
9 乌海市政府信息网“乌海概况”栏，网址 http://www.wuhai.gov.cn/inforead/readnews.php?class=乌海概况

&subclass=乌海概况&id=42296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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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通名，表明此地理实体是山不是河。换句话说，这个地名至少包含了两

层含义：一、这个地名通常用来称呼一座山。二、这座山的名字叫“五虎”。当

然了，用山水名称来命名一个居民点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但是，这种现象往往出

现在先有山水名后需要给一个居民点或者其他地理实体命名的情况下。例如，位

于海勃湾区境内的“千里山钢厂”、 “千里山镇”、 “海勃湾千里山工业园区”、

“千里山西街”和“千里山东街”1等等，都是因为海勃湾“境东部耸立的千里山

（采台山）而得名。”2

地名大多具有一定的含义。有的地名来自一段传说，比如，“五虎山”一名

就是来自一段传说，相传“当年此山有一位蒙古族老牧民，有五子，个个英俊彪

悍，勇猛如虎。于是，他把胡子梳成五绺，象征他有五个虎子，故人称‘五胡子

山’。以后，衍变成五虎山。”3 有的地名则取自该地理实体的特征，例如，方方

山，山名，“位于五虎山街道办事处驻地西南约 12 公里处。因为此山的形状呈方

形，故名。”4 还有的地名取自当地的物产，例如，梅勒车站，“火车站。建于

1972 年。因此地生长一种叫做‘梅勒’的野生植物，建站后，命为今名。”5有的

地名则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如，“巴音陶亥”（海南区境内）蒙古语意为“富

饶的河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地名大多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即使是粗通蒙古语和汉语的人也可以明显地

看出，在内蒙古自治区航空遥感测绘院和乌海市旅游局编制、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中，不少地名源自蒙古语、汉语和藏语。

例如，阿特图乌拉（山名，位于海勃湾区北部）、乌素（居民点名，位于海勃湾

区北部黄河东岸）、乌兰阿日勒（居民点名，位于乌达区北部黄河西岸）、赛汗乌

素（居民点名，位于海南区东风墓群东北），这些地名显然因译自蒙古语。例如，

“满巴拉僧庙”和“ 拉僧庙镇”（ 位于海南区境内）等于藏传佛教寺庙有关的名

称其语源也往往为藏语。另外，还有不少地名系蒙汉合璧、蒙藏合璧或者汉藏合

璧，因为显而易见，恕不一一举例。

地名的使用一般名从主人。乌海市是一座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人口居多数

的多民族聚居城市，一地二名甚至多名的现象也时有出现。不同民族的人们往往

按照自己的母语表达习惯使用地名，这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地名使用中的一种普遍

现象。例如，“桌子山”一名是汉族人对乌海市境内一座大山的汉语称呼，而且

认为该山形似桌子，故名。然而，蒙古族则称之为“乌仁都喜乌拉”，蒙古语含

意为“巧铁匠的砧子山”6。二者虽然取名方法一样，但是名称不同，各民族人们

的使用情况不同。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地名的变化通常反映了地

名所在地区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状况发生的变化。虽然乌海市的地名变化不能完全

反映该市的发展，但是，通过对这些地名的考证和分析，却可以对乌海市居民的

民族结构、语言使用、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等情况管窥一斑。

                                                       
1
《乌海市旅游交通图》，内蒙古自治区航空遥感测绘院、乌海市旅游局编制，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 张元明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53 页，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 1989 年 12 月编印。
3 同上，第 101 页。
4《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101 页。
5 同上，第 94 页。
6 同上，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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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地名变化析乌海市发展

“1975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巴彦淖尔盟乌达市和伊克昭盟海勃湾市

建置，合并所辖区域成立了乌海市，为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市。1992 年年底为止，

乌海市共辖 3 区。乌达区  1959 年设乌达镇，属阿拉善旗。1961 年 7 月设乌达市，

隶巴彦淖尔盟。1975 年 8 月撤消乌达市建置，设乌达办事处，隶乌海市。1979 年

12 月设乌达区。海勃湾区  1955 年设桌子山矿区办事处。1961 年 7 月设海勃湾市，

隶伊克昭盟。1975 年 8 月，撤销海勃湾市建置，设海勃湾办事处，隶乌海市。

1979 年 12 月设海勃湾区，为乌达市政府所在地。海南区 原位海勃湾市一部。

1976 年设拉僧庙办事处。1979 年 12 月设海南区。”7

“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市，是一座新兴的资源性工业城市，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西部，总面积 1754 平方公里，辖海勃湾、乌达、海南三个区，总人口

47.7 万人。共有 25 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 24 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乌

海地区只有 410 名居民。”8

“乌海市地处黄河上游，毗邻宁夏，是华北和西北地区交汇处，东北、华北

通往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还是‘宁蒙陕’经济区的结合部和沿黄经济带的

中心，是新疆、甘肃、宁夏开发运行的大通道，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占

有重要位置。”9

“1988 年乌海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实验区和对外国

人开放城市，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乌海市矿产资源丰富，成组配套，得天独

厚，是一片待开发建设的热土。”10

“1996 年 7 月乌海市被国家建设部确定为全国矿区城市建设试点市。乌海工

业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度，尤其是近几年，乌海市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11

“乌海市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三个世界级的旅游产品，一是桌子山岩画

群，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珍品，分布广、数量多、内容丰富、

风格古朴，在国内外岩画界占有很高的地位；二是被学术界称为‘活化石’的国

家级保护植物四合木；三是拥有亚洲之最，长 40 米、底径 1 米的石炭纪硅化

木……”12

在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使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如果

您想获得关于乌海市历史、地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某些信息，需要查阅大量

的图书资料，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在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的今天，这

种复杂繁重的工作变得异常的简单和轻松。只要在 “谷歌”（ www.google.cn）和

“百度”（www.baidu.cn）等搜索引擎的搜索方框内输入与此信息有关的几个字，

然后点击一下“google 搜索”或者“百度一下”，成千上万的信息链接就会在一二

秒钟之内出现在您的电脑屏幕上。您可以从容地筛选您最需要的信息，经过认真

                                                       
7 周清澍主编，亦邻真、张久和等人著：《内蒙古历史地理》第 292 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7 月出版。
8 乌海市政府信息网“乌海概况”栏，网址 http://www.wuhai.gov.cn/inforead/readnews.php?class=乌海概况

&subclass=乌海概况&id=42296 
9 乌海市政府信息网“乌海概况”栏，网址 http://www.wuhai.gov.cn/inforead/readnews.php?class=乌海概况

&subclass=乌海概况&id=42296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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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对和加工，最后变成您的意见。正因如此，笔者没有必要引用互联网中关于

乌海市的过多文字。

假如您对互联网的使用还不熟悉，只要比较不同时期出版的乌海地区地图并

且查阅有关图书，也能找到不少关于乌海市的历史、变化和发展的佐证。远的不

说，仅以笔者看到的二十世纪期七十年代以来出版的三张地图为例，就可以证明

此法可行。例如，在地图出版社 1974 年 10 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

集》（比例尺 1：4000000）上并没有“乌海市”一名。在如今乌海市的辖区内，

只有 “海勃湾市”、“乌达市”、“乌达站”、“三道坎”、“桌子山”、“ 拉僧庙”、

“巴音陶亥”和“都思兔河”13等地名。由此可见，当时乌海市没有建立。

再查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

志·乌海市分册》及其附图“乌海市行政区划图”（比例尺 1：230000），不仅得

知“1975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乌达市和海勃湾市，设置乌海市。1976
年 1 月 10 日，乌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14，而且得知在列入《内蒙古自治区

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的 521 条地名中有蒙古语地名 147 条（占全部普查地名

的百分之二十八）、汉语地名 365 条（占全部普查地名的百分之七十）、藏语地名

8 条（占全部普查地名的百分之二）、语种不清的地名 1 条……

只有比较不同时期出版的相同比例尺的同一种乌海市地图，才能最能准确地

说明乌海市的变化和发展。限于资料，笔者无法这样进行比较。尽管如此，仅仅

对比了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附图“乌海

市行政区划图”和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比例尺 1：200000）
之后就已看到，在 1989 至 2006 年这八年里，乌海市的地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概括起来可分如下几点：

（一）以地名加上“工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效农业示范区”、

“ 自然保护区”和“旅游景区”命名的名称在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

交通图》中大量出现

这种变化不仅在乌海市全境，只在海勃湾区的东北部一角就有“海勃湾区千

里山工业园区”、 “蒙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南水乡”、“ 海勃湾区高效农业示

范区”、“游龙湾黄河湿地”、“金沙湾旅游景区”和“苦菜沟岩画群”等七八个之

多。

（二）公路等级及其编号、铁路和火车站名增加了不少

在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附图“乌海

市行政区划图”中没有高速公路的标注和图例，而在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

旅游交通图》中不仅标注了二三条高速公路，其它等级的公路也比 1989 年增多

了许多。

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附图“乌海市行政区划图”和

《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不属于同一类型的相同比例尺的地图，二者不便比较。所

以，笔者仅把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的

“海勃湾区地图”同 2006 年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海勃湾区”示意图进行了

比较，结果会发现， 1989 年“海勃湾区地图”中标注的 4 条铁路线在 2006 年的

《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海勃湾区”示意图中变成了 11 条，1989 年“海勃湾区地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第 21 页，地图出版社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14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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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注的不少街道名和企事业单位名如今都变了。例如，在 1989 年“海勃湾

区地图”凤凰岭大捷街道办事处辖区东南角标注的“内蒙古工具厂”和“内蒙古

胜利机修厂”二个工厂名，在 2006 年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海勃湾区”示意

图的相同位置上变成了一排排机关单位和学校的名称，不知道是在原“内蒙古工

具厂”和原“内蒙古胜利机修厂”的厂址上修建了这些机关单位和学校呢？还是

“内蒙古工具厂”和“内蒙古胜利机修厂”依然存在、只是没有标注？

（三）更改了不少老地名同时增加了不少新地名

比如，位于海勃湾区西北角、黄河东岸的“黄河大队”变成了“黄河渔村”，

曾经位于海勃湾火车站东南、铁路线以西的“乌海市果树试验站”、“矿务局砖瓦

厂”、“上海勃湾”和“海勃湾知青农场”等地名似乎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个新出现的学校、机关和住宅新区。

在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没有提及任

何镇名，只是写道：乌达区有 7 个街道办事处和 49 个居民委员会15，海勃湾区有

5 个街道办事处和 46 个居民委员会16，海南区 5 个街道办事处和 34 个居民委员会
17。而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中则出现了带有“镇”字的地名，

例如，海勃湾区内出现了“千里山镇”，乌达区内出现了“乌兰淖尔镇”，海南区

内出现了“公乌素镇”、“拉僧庙镇”和“巴音陶亥镇”，等等。仔细核对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得知，这新出现的 5 个镇大多

由过去的街道办事处升格而成，而且 1989 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

分册》中连“巴音陶亥”这个地名都没有，所附“乌海市行政区划图”和“海南

区地图”中也都没有 2006 年《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中标注的巴音陶亥镇及其以

南地区。由此可见，在 1989 年 12 月至 2006 年 8 月期间，乌海市的行政区划和辖

区范围作了较大的调整。

（四）个别地名的用字仍与 1989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

中规定的标准名称不同。

例如，位于海勃湾区境内的火车站名“黄白茨站”在 1989 年的《内蒙古自

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写作“黄柏刺车站”，并且解释道：“火车站。1965
年 11 月建站。因地处黄柏刺而得名。‘黄柏刺’系一种高大的野生植物。过去，

黄河岸边曾成片生长。”18 海南区境内的“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 在《内蒙古自

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写作“西桌子山街道办事处”，同时解释道“建于

1981 年 3 月。因为地处桌子山西部，故名。”19这条地名显然是 2006 年的《乌海

市旅游交通图》标注有误。还可举出一些其他变化，为您方便，恕不赘述。

地名不是史书，却能讲述一个地方的某段历史。考证乌海市地名的变化，是

否可从一个侧面证实：乌海是一座新兴的资源性工业城市，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

速度很快；乌海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一个移民城市，多民族聚居，以蒙古族为

主体、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乌海地区历史悠久，古往今来许多民族在此生息；

乌海是内蒙古的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完善，为乌海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

                                                       
15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21 页。
16 同上，第 41 页。
17 同上，第 59 页。
18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95 页。
19 同上，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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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对和加工，最后变成您的意见。正因如此，笔者没有必要引用互联网中关于

乌海市的过多文字。

假如您对互联网的使用还不熟悉，只要比较不同时期出版的乌海地区地图并

且查阅有关图书，也能找到不少关于乌海市的历史、变化和发展的佐证。远的不

说，仅以笔者看到的二十世纪期七十年代以来出版的三张地图为例，就可以证明

此法可行。例如，在地图出版社 1974 年 10 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

集》（比例尺 1：4000000）上并没有“乌海市”一名。在如今乌海市的辖区内，

只有 “海勃湾市”、“乌达市”、“乌达站”、“三道坎”、“桌子山”、“ 拉僧庙”、

“巴音陶亥”和“都思兔河”13等地名。由此可见，当时乌海市没有建立。

再查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

志·乌海市分册》及其附图“乌海市行政区划图”（比例尺 1：230000），不仅得

知“1975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乌达市和海勃湾市，设置乌海市。1976
年 1 月 10 日，乌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14，而且得知在列入《内蒙古自治区

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的 521 条地名中有蒙古语地名 147 条（占全部普查地名

的百分之二十八）、汉语地名 365 条（占全部普查地名的百分之七十）、藏语地名

8 条（占全部普查地名的百分之二）、语种不清的地名 1 条……

只有比较不同时期出版的相同比例尺的同一种乌海市地图，才能最能准确地

说明乌海市的变化和发展。限于资料，笔者无法这样进行比较。尽管如此，仅仅

对比了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附图“乌海

市行政区划图”和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比例尺 1：200000）
之后就已看到，在 1989 至 2006 年这八年里，乌海市的地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概括起来可分如下几点：

（一）以地名加上“工业园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效农业示范区”、

“ 自然保护区”和“旅游景区”命名的名称在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

交通图》中大量出现

这种变化不仅在乌海市全境，只在海勃湾区的东北部一角就有“海勃湾区千

里山工业园区”、 “蒙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南水乡”、“ 海勃湾区高效农业示

范区”、“游龙湾黄河湿地”、“金沙湾旅游景区”和“苦菜沟岩画群”等七八个之

多。

（二）公路等级及其编号、铁路和火车站名增加了不少

在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附图“乌海

市行政区划图”中没有高速公路的标注和图例，而在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

旅游交通图》中不仅标注了二三条高速公路，其它等级的公路也比 1989 年增多

了许多。

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附图“乌海市行政区划图”和

《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不属于同一类型的相同比例尺的地图，二者不便比较。所

以，笔者仅把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的

“海勃湾区地图”同 2006 年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海勃湾区”示意图进行了

比较，结果会发现， 1989 年“海勃湾区地图”中标注的 4 条铁路线在 2006 年的

《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海勃湾区”示意图中变成了 11 条，1989 年“海勃湾区地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第 21 页，地图出版社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14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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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注的不少街道名和企事业单位名如今都变了。例如，在 1989 年“海勃湾

区地图”凤凰岭大捷街道办事处辖区东南角标注的“内蒙古工具厂”和“内蒙古

胜利机修厂”二个工厂名，在 2006 年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海勃湾区”示意

图的相同位置上变成了一排排机关单位和学校的名称，不知道是在原“内蒙古工

具厂”和原“内蒙古胜利机修厂”的厂址上修建了这些机关单位和学校呢？还是

“内蒙古工具厂”和“内蒙古胜利机修厂”依然存在、只是没有标注？

（三）更改了不少老地名同时增加了不少新地名

比如，位于海勃湾区西北角、黄河东岸的“黄河大队”变成了“黄河渔村”，

曾经位于海勃湾火车站东南、铁路线以西的“乌海市果树试验站”、“矿务局砖瓦

厂”、“上海勃湾”和“海勃湾知青农场”等地名似乎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个新出现的学校、机关和住宅新区。

在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没有提及任

何镇名，只是写道：乌达区有 7 个街道办事处和 49 个居民委员会15，海勃湾区有

5 个街道办事处和 46 个居民委员会16，海南区 5 个街道办事处和 34 个居民委员会
17。而 2006 年 8 月出版的《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中则出现了带有“镇”字的地名，

例如，海勃湾区内出现了“千里山镇”，乌达区内出现了“乌兰淖尔镇”，海南区

内出现了“公乌素镇”、“拉僧庙镇”和“巴音陶亥镇”，等等。仔细核对 1989 年

12 月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得知，这新出现的 5 个镇大多

由过去的街道办事处升格而成，而且 1989 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

分册》中连“巴音陶亥”这个地名都没有，所附“乌海市行政区划图”和“海南

区地图”中也都没有 2006 年《乌海市旅游交通图》中标注的巴音陶亥镇及其以

南地区。由此可见，在 1989 年 12 月至 2006 年 8 月期间，乌海市的行政区划和辖

区范围作了较大的调整。

（四）个别地名的用字仍与 1989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

中规定的标准名称不同。

例如，位于海勃湾区境内的火车站名“黄白茨站”在 1989 年的《内蒙古自

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写作“黄柏刺车站”，并且解释道：“火车站。1965
年 11 月建站。因地处黄柏刺而得名。‘黄柏刺’系一种高大的野生植物。过去，

黄河岸边曾成片生长。”18 海南区境内的“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 在《内蒙古自

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中写作“西桌子山街道办事处”，同时解释道“建于

1981 年 3 月。因为地处桌子山西部，故名。”19这条地名显然是 2006 年的《乌海

市旅游交通图》标注有误。还可举出一些其他变化，为您方便，恕不赘述。

地名不是史书，却能讲述一个地方的某段历史。考证乌海市地名的变化，是

否可从一个侧面证实：乌海是一座新兴的资源性工业城市，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

速度很快；乌海是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一个移民城市，多民族聚居，以蒙古族为

主体、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乌海地区历史悠久，古往今来许多民族在此生息；

乌海是内蒙古的交通枢纽，基础设施完善，为乌海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

                                                       
15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21 页。
16 同上，第 41 页。
17 同上，第 59 页。
18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95 页。
19 同上，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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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乌达”和“海勃湾”二名释义的质疑

如同人名是寄托了命名者某种愿望的专有名词一样，地名在最初出现时也往

往具有一定的含义。但是，随着最初命名者的迁移、后来者使用这些地名时不用

最初命名者的语言，而按照自己母语的表达习惯改造这些地名，或者删繁就简，

或者加以合并，或者重新命名，久而久之，导致了不少地名失去了最初的含义，

这种现象在乌海市的地名中屡见不鲜。

如前所述，乌海市建立与 1976 年 1 月。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

个地区只有 410 名居民，可谓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牧区，地名当然大多源于蒙古语。

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包兰铁路的开通和煤炭资源的开发，25 个民

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乌海参加建设，使得乌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止 2008 年 3 月底，全市现居住人口 500646 人，其中常住人口 430746 人，流

入人口 69900 人”20。

从 1949 年到 2006 年这短短五十七年的时间里，乌海的人口增加了一千二百

多倍。因为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汉族，所以，新产生的地名大多取自汉语，部分蒙

古语地名有的也被望文生义的汉字译名取代了。因为只有这样，讲汉语的人们才

好记好写。这是移民地区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 2006 年出版的《乌海

市旅游交通图》中，仅在海南区境内，这类地名就有“罗贝图”、“奔巴兔泉子”、

“活拉汉井”、“牛头不浪”、“倒道乌素”和“都思兔河”等等。这类地名如果不

去当地寻找蒙汉语兼通的老人调查，甚至与地方志核对，任何人都很难准确说出

它们的蒙古语原名。

正确解释地名含义是客观介绍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吸引国内外游

客前来旅游观光的一个手段。正确解释地名含义必须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

考证的基础上，切不可凭空想象，制假造假。对于已经查清的地名含义可以对外

介绍，尚未查清的地名含义应该宁空勿滥，暂时不说。若非如此，不仅会误导游

客，也会令知情者贻笑大方。

1989 年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乌海市志》都对乌海的较大地名作了相当详尽的解释，为读者了

解乌海市的地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少网站在介绍乌海市的有些地名时引用的

主要是《乌海市志》的释文。《乌海市志》由《乌海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是

凝集了不少人智慧的集体成果，相信其地名释义准确可信。但是，由于其中最有

影响的“乌达”一名的释义与《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解释不全

一致，另一个“海勃湾”一名的释文似乎与事实不符。所以，笔者拟就这两地名

的释义谈一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教。

对于“乌达”一名的由来和含义，《乌海市志》解释道：“民国时称为哈颜乌

都（两棵柳树）、乌都（柳树）、炭井沟或河拐子。位于黄河西安、五虎山东麓。”
21 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则这样写到：“‘乌达’，原名乌达特拉，

蒙古语，意为长有柳树的开阔原野。一说，‘乌达’的原名为‘乌拉达·布拉嘎’，

蒙古语意为泉水长流的地方。二名在使用过程中，演变为‘乌达’。”22

二种释文相比，《乌海市志》的解释更为令人信服，因为不仅指出了“乌达”
                                                       
20 乌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报道，网址 http://www.whrkjs.gov.cn/article/show.asp?id=413
21 《乌海市志》第 72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22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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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名的产生时间和由来，而且符合蒙古语地名的命名规律。相比之下，《内蒙

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解释则有些牵强。因为不仅不符合蒙古语地名

的命名规律，而且证据不足。由于笔者也曾听到过一种解释，“乌达”一名系由

蒙古语名称“乌达木塔拉”（汉字曾译作“乌当达拉”）演化而成。乌达木塔拉，

蒙古语意为“辽阔的草原”……所以建议，在“乌达”一名的由来和含义没有搞

清之前，释文应该留有余地、实事求是。

对于“海勃湾”一名的由来和含义，《乌海市志》解释道：“民国时称为哈腾

套海（黄河湾）蒙古名称海勃湾。‘海勃湾’这一名称由‘海若布刀亥’演变而

来。‘海若布’，藏语人名，意为‘雄狮子’，‘刀亥’，蒙古语，意为‘湾’，即

‘雄狮子湾’。故又称‘狮城’。位于黄河东岸，桌子山西麓。”23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对“海勃湾”一名的解释则是：“‘海

勃湾’一名，是由‘海若布刀亥’演变而来。海若布刀亥，使蒙藏语合音名词。

‘海若布’，藏语，意为‘雄狮子’，‘刀亥’，蒙语，意为‘湾’，即‘雄狮之湾’。

相传，在成吉思汗时代，有约勒道日玛其人，是当时著名的巧铁匠，曾为成吉思

汗制作弓箭和甲胄，因此名胜传遍四方。他有一子，名海若布，生的犹如雄狮一

般英武、骠悍。久而久之，蒙古族牧民遂以他的名字来称呼他的牧地，叫做‘海

若布刀亥’。1958 年包兰铁路通车时在此地设站，简称‘海勃湾’。”24

比较上述两种释文，对于“海勃湾”一名是由“海若布刀亥”演变而来、

“海若布”是藏语“雄狮”之意完全相同。可是，“海若布”究竟是藏语“雄狮”

的音译呢，还是藏语（或者其他语言）其他词汇的音译？则有待考证。因为在藏

语中，“雄狮”一词的读音为 sengge 或者 singge，用汉字音译是通常写作“僧格”

或“森格”，而从未听说过藏语“雄狮”一词汉语音译为“海若布”的。为此，

笔者分别请教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乌力吉巴雅尔教授

（蒙古族，精通蒙汉藏语，研究蒙藏文学与文化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的瞿霭堂教授（汉族，语言学家，藏学家，精通藏文英文）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的萨尔吉先生（藏族，精通藏语文）。他们的答复完全一致——藏语中“雄狮”

一词的读音为 sengge 或者 singge，汉字通常音译为“僧格”或“森格”。 由此可

见，“海若布”不应该是藏语“雄狮”一词的汉语音译。

鉴于“海勃湾”是乌海市的市政府所在地，而且海勃湾区内还有取名为“狮

城西街”和“狮城东街”的街道名称，建议在介绍“海勃湾”一名的由来时还是

证据可信为好。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如下：

1．地名不仅是地理实体的语言代号，而且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素材。

2．乌海市地名的变化揭示了乌海地区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

3．“乌达”和“海勃湾”二名是“乌海市”一名的命名依据，这二个地名的

解释应该慎重。

4．地名的规范和管理关系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应该引起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部门的关注。

                                                       
23 《乌海市志》第 72 页。
24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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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乌达”和“海勃湾”二名释义的质疑

如同人名是寄托了命名者某种愿望的专有名词一样，地名在最初出现时也往

往具有一定的含义。但是，随着最初命名者的迁移、后来者使用这些地名时不用

最初命名者的语言，而按照自己母语的表达习惯改造这些地名，或者删繁就简，

或者加以合并，或者重新命名，久而久之，导致了不少地名失去了最初的含义，

这种现象在乌海市的地名中屡见不鲜。

如前所述，乌海市建立与 1976 年 1 月。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

个地区只有 410 名居民，可谓地广人稀的内蒙古牧区，地名当然大多源于蒙古语。

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包兰铁路的开通和煤炭资源的开发，25 个民

族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乌海参加建设，使得乌海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止 2008 年 3 月底，全市现居住人口 500646 人，其中常住人口 430746 人，流

入人口 69900 人”20。

从 1949 年到 2006 年这短短五十七年的时间里，乌海的人口增加了一千二百

多倍。因为移民的绝大多数是汉族，所以，新产生的地名大多取自汉语，部分蒙

古语地名有的也被望文生义的汉字译名取代了。因为只有这样，讲汉语的人们才

好记好写。这是移民地区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 2006 年出版的《乌海

市旅游交通图》中，仅在海南区境内，这类地名就有“罗贝图”、“奔巴兔泉子”、

“活拉汉井”、“牛头不浪”、“倒道乌素”和“都思兔河”等等。这类地名如果不

去当地寻找蒙汉语兼通的老人调查，甚至与地方志核对，任何人都很难准确说出

它们的蒙古语原名。

正确解释地名含义是客观介绍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吸引国内外游

客前来旅游观光的一个手段。正确解释地名含义必须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和认真

考证的基础上，切不可凭空想象，制假造假。对于已经查清的地名含义可以对外

介绍，尚未查清的地名含义应该宁空勿滥，暂时不说。若非如此，不仅会误导游

客，也会令知情者贻笑大方。

1989 年编印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乌海市志》都对乌海的较大地名作了相当详尽的解释，为读者了

解乌海市的地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少网站在介绍乌海市的有些地名时引用的

主要是《乌海市志》的释文。《乌海市志》由《乌海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是

凝集了不少人智慧的集体成果，相信其地名释义准确可信。但是，由于其中最有

影响的“乌达”一名的释义与《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解释不全

一致，另一个“海勃湾”一名的释文似乎与事实不符。所以，笔者拟就这两地名

的释义谈一点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教。

对于“乌达”一名的由来和含义，《乌海市志》解释道：“民国时称为哈颜乌

都（两棵柳树）、乌都（柳树）、炭井沟或河拐子。位于黄河西安、五虎山东麓。”
21 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则这样写到：“‘乌达’，原名乌达特拉，

蒙古语，意为长有柳树的开阔原野。一说，‘乌达’的原名为‘乌拉达·布拉嘎’，

蒙古语意为泉水长流的地方。二名在使用过程中，演变为‘乌达’。”22

二种释文相比，《乌海市志》的解释更为令人信服，因为不仅指出了“乌达”
                                                       
20 乌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报道，网址 http://www.whrkjs.gov.cn/article/show.asp?id=413
21 《乌海市志》第 72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22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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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名的产生时间和由来，而且符合蒙古语地名的命名规律。相比之下，《内蒙

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的解释则有些牵强。因为不仅不符合蒙古语地名

的命名规律，而且证据不足。由于笔者也曾听到过一种解释，“乌达”一名系由

蒙古语名称“乌达木塔拉”（汉字曾译作“乌当达拉”）演化而成。乌达木塔拉，

蒙古语意为“辽阔的草原”……所以建议，在“乌达”一名的由来和含义没有搞

清之前，释文应该留有余地、实事求是。

对于“海勃湾”一名的由来和含义，《乌海市志》解释道：“民国时称为哈腾

套海（黄河湾）蒙古名称海勃湾。‘海勃湾’这一名称由‘海若布刀亥’演变而

来。‘海若布’，藏语人名，意为‘雄狮子’，‘刀亥’，蒙古语，意为‘湾’，即

‘雄狮子湾’。故又称‘狮城’。位于黄河东岸，桌子山西麓。”23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对“海勃湾”一名的解释则是：“‘海

勃湾’一名，是由‘海若布刀亥’演变而来。海若布刀亥，使蒙藏语合音名词。

‘海若布’，藏语，意为‘雄狮子’，‘刀亥’，蒙语，意为‘湾’，即‘雄狮之湾’。

相传，在成吉思汗时代，有约勒道日玛其人，是当时著名的巧铁匠，曾为成吉思

汗制作弓箭和甲胄，因此名胜传遍四方。他有一子，名海若布，生的犹如雄狮一

般英武、骠悍。久而久之，蒙古族牧民遂以他的名字来称呼他的牧地，叫做‘海

若布刀亥’。1958 年包兰铁路通车时在此地设站，简称‘海勃湾’。”24

比较上述两种释文，对于“海勃湾”一名是由“海若布刀亥”演变而来、

“海若布”是藏语“雄狮”之意完全相同。可是，“海若布”究竟是藏语“雄狮”

的音译呢，还是藏语（或者其他语言）其他词汇的音译？则有待考证。因为在藏

语中，“雄狮”一词的读音为 sengge 或者 singge，用汉字音译是通常写作“僧格”

或“森格”，而从未听说过藏语“雄狮”一词汉语音译为“海若布”的。为此，

笔者分别请教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的乌力吉巴雅尔教授

（蒙古族，精通蒙汉藏语，研究蒙藏文学与文化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的瞿霭堂教授（汉族，语言学家，藏学家，精通藏文英文）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的萨尔吉先生（藏族，精通藏语文）。他们的答复完全一致——藏语中“雄狮”

一词的读音为 sengge 或者 singge，汉字通常音译为“僧格”或“森格”。 由此可

见，“海若布”不应该是藏语“雄狮”一词的汉语音译。

鉴于“海勃湾”是乌海市的市政府所在地，而且海勃湾区内还有取名为“狮

城西街”和“狮城东街”的街道名称，建议在介绍“海勃湾”一名的由来时还是

证据可信为好。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如下：

1．地名不仅是地理实体的语言代号，而且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素材。

2．乌海市地名的变化揭示了乌海地区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

3．“乌达”和“海勃湾”二名是“乌海市”一名的命名依据，这二个地名的

解释应该慎重。

4．地名的规范和管理关系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应该引起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部门的关注。

                                                       
23 《乌海市志》第 72 页。
24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第 41 页。



122

Ìîíãîë îðíû ãàçðûí çóðàã áîëîí ãàçàð íóòãèéí íýðèéí ñóäàëãààíû àñóóäëóóä

 8

参考文献

1．《乌海市旅游交通图》，内蒙古自治区航空遥感测绘院、乌海市旅游局编制，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张元明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海市分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

会 1989 年 12 月编印；

3．周清澍主编，亦邻真、张久和等人著：《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 1993 年 7 月出版；

4．乌海市政府信息网“乌海概况”栏，网址

http://www.wuhai.gov.cn/inforead/readnews.php?class=乌海概况&subclass=乌海概况

&id=4229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地图出版社 1974 年 10 月第 1 版；

6．史继法主编：《乌海市志》，《乌海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7．乌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网址

http://www.whrkjs.gov.cn/article/show.asp?id=413

作者联系方式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电话：010 – 62883387（宅）

邮政编码：100871                     传真：010 – 62763474（办）

电子信箱：yaokecheng@pku.edu.cn 手机：13683233081 

文中出现的几个蒙古语地名的蒙文写法

1．梅勒车站Мойл өртөө 
2．巴音陶亥 Баянтохой
3．阿特图乌拉 Атат уул
4．乌素 Ус
5．乌兰阿日勒 Улаан-Арал
6．赛汗乌素 Сайхан-Ус
7．满巴拉僧庙Мамба расангийн сүм 
8．拉僧庙镇 Расангийн сүм
9．乌仁都喜乌拉 Урандөш уул
10． 巴彦淖尔盟乌达市 Баяннуур аймгийн Уд хот
11． 伊克昭盟海勃湾市 Ихзуу аймгийн Хайбовань хот
12． 乌达区 Уд дүүрэг 
13． 阿拉善旗 Алшаа хошуу 
14． 都思兔河 Тост гол 
15． 乌兰淖尔镇 Улааннуур балгас 
16． 公乌素镇 Гүн-Ус балгас
17． 罗贝图 Луувант
18． 奔巴兔泉子 Бумбат булаг
19． 活拉汉井 Хулгана худаг 
20． 倒道乌素 Доод-Ус
21． 哈颜乌都 Хоёр-У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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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乌达特拉 Удын тал
23． 乌拉达布拉嘎 Уртбулаг
24． 乌达木塔拉 Уудам тал
25． 哈腾套海 Хатантохой
26． 海若布刀亥 Хайравтохой
27． 约勒道日玛 Ёлдулам

四合木：一种植物的名称，蒙古语称作“瑙茨高瑙”（ноцгон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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