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东北，“屯子”是最具乡土气息的
名词。在辽宁，“屯”字是最让人迷惘的
乡愁。因为在辽宁省，村以上的地名
中，共有937个带有“屯”字。

“屯”有聚集驻扎的意思。“屯”字
用在地名上是表示因屯垦、屯田而形
成的屯聚村落，例如军屯、屯垦之屯，
就是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以
后演变为村落。屯子在东北建于汉
代，是朝廷为戍边而屯垦的行为。到
了明代有“土著之民编为里，迁发之民
编为屯”之说。平时戍守的士兵在戍
守之地从事农业生产，减轻朝廷负担，
战时可履行战事的职责，所以辽宁很
多地区出现了军屯和民屯，比如有曹
总屯、马总屯。随着字义的演变，“村
亦呼为屯”。

以沈阳为例，沈阳地区共有 172 个
带“屯”字的地名。清顺治年间，清政府

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后，山东、河
北移民陆续来沈。沈阳地区出现了大
量带“屯”字的地名，如皇桂屯（即今皇
姑屯）、小含屯、大方土屯、小方土屯、安
民屯等村落。这些村子的居民主要是
汉族，但却都是满洲八旗旗主的佃农。

还有一些屯名来历比较奇特，比如
新民市兴隆堡镇下辖的行政村马户屯，
曾用名胡子屯。据传说是在清顺治八
年（1651年），此地来了一户为皇室放马
的马姓人家，因此人长了一脸长胡须，
人们都称他“大胡子”，立屯时就取名为
胡子屯。乾隆末年，这位放马的人家在
当地成了有名的大户，故将屯名改称

“马户屯”。沈阳市浑南区的望滨社区，
曾叫望滨屯，相传是在清初，皇太极率
兵曾驻扎此地，拔寨后，居然忘掉了部
分清兵，形成村落后，得名忘兵屯，后演
变为望滨屯。

最古老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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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对辽宁地名做一个大数据统计。据辽宁省民政厅提供的2020年底辽
宁省行政区划地名数据，全省共有 14个地级市、100个县（市、区）、1354个街道（乡、
镇）以及11637个行政村、4436个社区。我们仔细对照了目前收录地名较为全面和权
威的两大网站——博雅地名网、行政区划网的信息，汇总了辽宁村级以上行政区划名
称1.6万余个（因为地名是一个动态数据，其中或有错漏之处）。以此为依据，我们筛
选出了辽宁地名中的高频字（词）：

高居首位的是“沟”，紧随其后的是“屯”，都超过了 900 个。接下来依次是：

东，785 个；西，609 个；堡，579 个；新，574 个；房，327 个；营子，286 个；家

子，299 个；前，291 个；杖子，251 个；树，241 个；红，216 个。

此外，还有带“店”字的地名154 个，如童家店村、孙家店村、仇家店村等。带“泡”

字的地名69 个，如拉他泡村、老泡子村、鸭子泡村等。带“福”字的地名90 个，如幸福

村、福巨村等。带“胜利”的地名有50 个……

闯关东者留下的鲜活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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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棚含义是能避风
雨的简陋小屋。住窝棚

这事听起来本不怎么美好，但在
辽宁，全村都住“窝棚”这事也并

不稀奇！
在辽宁地区共有22个带有“窝棚”的

地名，52个带有“窝铺”的地名。窝棚多
指东北一些地区简陋的棚子，是闯关东
一代人在落脚后的居所，作为村名通常
前面要冠以姓氏，如刘家窝棚村、段家窝
棚村、胡家窝棚村等。

窝棚的形制大概是以树干为梁，两头
分别再以“人”字形木杆为支撑，形成近似
一角帐篷型的结构。在两面坡上以树枝
茅草为料，既当墙也作棚。三角形的两头
有一头留出个“房门”,另一头留一个方形
气孔为窗，人们统称“马架子”，又叫棚。

窝棚和窝铺含义相似。其中铁岭地

区“窝棚”地名较多，共有13个，如潘家窝
棚村、下窝棚村等。有些窝棚还有些特
殊意义，比如沈阳市沈北新区的烟台窝
棚，就是闯关东的村民为纪念关里老家
——山东烟台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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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一共有４个

若干年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在小
品《老将出马》中用英语说了一句“欢迎
来到靠山屯”之后，“靠山屯”这三个字就
自带了一种喜感。有山就有靠山屯，辽
宁也一样，全省的“靠山屯”“靠山社区”
加在一起有 19 个。仅沈阳一市，就有 4
个“靠山屯”。

村子名为靠山屯肯定是有原因的，
大多是靠山而建。法库县丁家房镇的靠

山屯，就是因为在清朝康熙年间，直隶保
定府的付永顺迁来此处垦荒定居，日久
成村，又因为村子靠山，故取名靠山屯。

值得一提的是，在辽宁，和“靠山屯”
一样重名的地名有很多，比如在辽宁叫

“红星村”的就有13个，“黑山村”有6个，“赵
家村”有21个，“李家村”有19个，“王家村”
有31个，“周家村”有6个，“杨家村”有14个，

“杨树村”有10个，“梨树沟村”有6个……

辽宁，地球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山川形胜，
历史源远流长。民风淳厚，文化绚烂多彩。

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风物辽宁”系列报道，用充满趣味性又兼具知识
性和文化含量的报道，介绍辽宁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特产美食、民风民
俗，为辽宁人增添文化自信，让外来者能够感受到辽宁之美、辽宁之好。

第一个系列，跟您聊聊地名。地名，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
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传承已绵延千年。辽宁地名里，反
映着辽宁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体现出辽宁人特有的幽默。有葡萄
沟，就有樱桃沟，有韭菜岗，就有瓜皮地，物产都在地名里。有忙前村，就有
忙后村，有前竞赛社区，就有后竞赛社区，辽宁人有多拼！有上网村，就有创
业村，有振兴村，就有小康村，辽宁人有多现代！

坐着高铁到辽宁，这一路的地名逗笑你没？如果还没有，到了沈阳，下
了火车坐地铁，看到“沈阳站站”，你还能绷得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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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又随意
生动又形象个940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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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本义是田间水道，以此命名
的地名大多与地势有关。在辽宁地名
中，带“沟”字的最多，共有940个，比如
青草沟社区、柳河沟村、杨树沟村等。

当然也有根据特产命名的，如鞍山
市的靛池沟村。靛青，又名蓝草、靛蓝，
是一种地里生长的蓝色草。历史上，这
个村子里种过靛青，因为种植规模大，就
在村民住的沟口砌了个泡靛青的大池
子，靛池沟的名字就被叫开了。

还 有 一 些“ 沟”的 名 字 起 得 就 比
较随意了，比如桓仁满族自治县的业

主沟、英英沟，凌海市三台子镇的鲤
鱼沟。

还有一些“沟”的名字甚至有些匪
夷所思，比如清原满族自治县的牛肺
沟，朝阳县东大道乡的刘炮手沟，建昌
县和尚房子乡的网子沟和谷杖子乡的
大腿蓬沟。

最直白的地名当数本溪满族自治
县摩天岭景区里的一处景点——出不
来沟，据说因为地形复杂，森林茂密，旅
游者容易迷路，才叫了这么一个“善意”
的名字。

读音有三个
意思大不同个579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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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堡是王子公主的家园，而
在辽宁，就是咱们隔壁那个村。1.6万余
个辽宁地名中，带“堡”字的有 579 个之
多，大淑堡村、官立堡村、文成堡村……

“堡”字该怎么读呢？这事说起来
可就复杂了。

在第 7 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堡”
用在地名里读音有两个：

一个是 pù，“堡”通铺，跟过去的驿
站有关，因为有的驻军堡垒也是驿站递
铺。“五里铺、十里铺等的‘铺’字，有些地
方也写作‘堡’”。在大连金普新区，有二
十里堡街道、三十里堡街道，在沈阳浑
南，有浑河堡、白塔堡，都应该读成pù。

还有一种读音是bǔ，意思是围有城
墙的村镇。像新民市兴隆堡镇，就是因
为当年屯中有一道南北走向约1里长的
土墙而得名。一般来说，带有姓氏或者
姓名的堡子，应该读成bǔ，如王纲堡、张
良堡，还有更出名的辽阳的佟二堡。但
在辽宁方言中，一般都读成了pǔ。

但还有一类地名，读音是 bǎo。这
通常跟当地的历史有关。辽宁有很多
带“堡”字的地方，都与曾有驻军堡垒有
关。还有一些是源于明代辽东边墙设

置的军事戍守机构和设施。明代在沈
阳地区修筑的辽东边墙，就有“十里一
堡，五里一台”之说。开原市庆云堡镇，
就是因为明代辽东边墙新安关（亦称西
关）曾在这里修葺。

还有几例，理论上也应读为bǎo：
沈阳市沈北新区有一个崔公堡社

区。相传清初时，此地住一户姓崔的人
家，在这家南边驻有一个兵营，镇守这
一带，后形成村落，取名崔镇堡，以后兵
营撤走，改为崔公堡。

新宾满族自治县，最早就叫“新兵
堡”。据清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所刻

《新兵堡九圣神祠碑》称：“盖我皇大启鸿
图，诒谋燕翼，路径如兹，得新兵一旅，冲
锋对垒……而有力此堡。”因名新兵堡。

沈阳市沈北新区财落街道有一个全胜
社区，过去叫全胜堡村。相传明初时，此地
有一座塔倒掉，形成村落后，取名倒塔。明
末，朝廷在此地征兵13人去打仗，战后全部
得胜而归，故将村名改为全胜堡。

但具体到每一个地名上究竟怎样
读，除了字典上的规定和语言学家的研
究，最重要的还是约定俗成，听当地人
咋读。

最早都曾有军队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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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子是村庄、村寨的意思，在辽宁
共有286个带有“营子”的地名。

其实“营子”这种叫法多见于东北
的一些村镇，一般叫营子的村镇，最早
是因为曾有军队驻扎。军队驻扎的地
方叫营房或营地，民间叫时间长了就
叫“营子”或东北话的“营的”。军队调
走以后,留下了平整好的地方以及初
步成型的道路，很便于生活，所以人们
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便逐渐形成
了一个村镇。比如岫岩满族自治县前

营子镇，就是因镇政府所在地在清代
时曾有驻兵在此安营，且地处山前，故
而得名。

当然，也有一些“营子”并不是因
为驻军，比如北票市的骆驼营子、彰武
县的塔营子、建平县的公营子等，这些
村镇虽然以“营子”来命名，但从来不
是兵营。其实“营”最初的意思就是当

“居所”讲的。《说文》：“营，市居也，从
宫，荧省声。”《广韵》：“营，居也。”《礼
记》：“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巢。”

以村落形成时户数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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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辽宁的公路上，你会发现路牌
上比比皆是“家子”。在辽宁，共有 299
个地名带有“家子”。

凡是以“家子”命名的村屯，大致
就是村落形成时，有几个姓氏或几户
人家就称为“几家子”，比如四家子、七
家子、吴三家子、十二家子等。由于名

为家子的村屯过多，就在前面加上方
位词以示区别，比如三家子、南三家
子 、北 四 家 子 、东 四 家 子 、南 四 家 子
等。像法库县的前四家子村，就是因
在清朝时期，有四户村民落户于此，故
称四家子，后因县内有重名的，改名为
前四家子。

大多在辽西，朝阳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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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的很多地名里带有“杖子”，特
别以辽西居多。在朝阳市，叫杖子的地
名就有近200个。据说是因为当时的辽
西属于塞外，地旷人稀，野兽时常出
没。住在山沟附近的村民为防备野兽
危害，大院墙砌不起就用柴草、秫秸等
在住房周围插上围墙（后来改为垛上土
墙或垒上石墙），故名障子。因为围墙
用的原料是柴草或秫秸秆，就简化成了

“杖子”。
清康熙乾隆年间，闯关东的人日渐

增多，逐渐形成村落后，就会采用户姓加
杖子的方式来取名，如刘杖子、杨杖子，
也有写成“障子”或“帐子”的，后来为了
统一，都写成了“杖子”。再后来，村子越
来越多，光用户姓无法区别，又出现了别
的杖子，比如朝阳的酒局杖子村、金杖子
村、歪脖杖子村等。

辽宁地名中，有比比皆是的“屯子”，铺天盖地的“堡子”，随处可见的“杖子”。到
底有多少呢？这些听上去充满泥土气息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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