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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无锡已先后公布
了两批地名文化遗产名录。
2022年，无锡市第一批地名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正式对外
公布，包括古城、古镇和古村
在内共有24处地名入选省、
市、县三级名录。2023年以
路街巷弄、古桥梁为主，共有
83处地名入选。

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对
历史地名的保护设立了专
章。其中，对历史地名进行了
界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地名、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
以及历史悠久或者其他使用
五十年以上的地名。要求历
史地名保护遵循使用为主、注
重传承的原则，地名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历史地名普查和资
料收集、记录、统计等工作，建
立历史地名档案。

城市一直在更新迭代中，

但地名文化需要重视。本次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历史地
名保护名录中的在用地名不
得更名。特殊情况需要更名
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因城乡建设、改造或者行政区
划调整等原因，确需对历史地
名作出是否保留使用决定的，
地名主管部门应当科学论证，
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
取意见，并予以公示。确需对
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中涉及的
地理实体拆除或者迁移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会同地
名主管部门制订地名保护方
案。鼓励有关部门、单位和个
人积极参与历史地名的研究、
保护和宣传工作。这些规定
对历史地名保护意义重大，对
传承乡情、乡音、乡愁更具现
实意义。

（晚报记者 黄孝萍）

地名不能随意取任性改

《无锡市地名管理条例》：禁止有偿冠名

细数大窑路窑业的发展脉络，泰伯
奔吴后带来了筑窑的萌芽。相传是泰伯
教会了当地居民先进的中原文化，掘土
制坯。到了明清时期，大窑路的窑业达
到鼎盛，因为紧傍京杭大运河，无论是从
外地运来的制砖瓦的泥土、烧窑需要的
木材，还是将烧制好的砖瓦成品装运，都
极为方便。如今，在南京明故宫东华门
遗址，残城砖上还有明朱元璋时期的铭
文：“常州府无锡县提调官县丞贾从善，
司吏朱原，作匠徐宁。洪武二年七月”。
因此有“南京的城墙，大窑的砖”的说法。

数百年间，大窑路的窑业兴盛不衰，
“砖窑相望，络绎不绝”说的便是当时到无
锡装运砖瓦的船只云集在城南的
景象。明末清初时，大窑路上形
成了周、刘、冯、薛、铁五大砖瓦制
作家族。之后，五大家族变为苏、
毛、马、殷、冯、黄、刘，周、倪、丁，
李，邱、赵等十余家，统称为十大

砖瓦家族。但是到了民国37年，由于国民
党的腐败统治，无锡窑业变得萧条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大窑路成
立无锡市大窑砖瓦业同业公会，会员有
62家。古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大
生产中。

如今的大窑路，位于清名桥历史文
化街区，与南长街一河之隔，东南面是新
开的运河汇，地理位置优
越。虽然往昔繁华的窑业
已不在，但其本身依然是
一处极其珍贵的研究古代
砖瓦历史的“博物馆”。

（甄泽/文 朱浩/摄）

近日，2023年新修订的《无锡市地名管理条例》对外公
布。《无锡市地名管理条例》自2010年颁布以来，已有十几
年。新修订的《条例》在地名命名规定与规范、历史地名保
护、地名有偿冠名等方面进行了更新完善，使之更加符合现
实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常有某某广场、某某中心
平地而起。新修订的《条例》
中，对这些大型建筑物该如何
命名给出了明确依据。比如，
占地面积符合规定标准并具
有商业、商务办公、居住、金融
或者娱乐等多功能的封闭或
者半封闭式大型建筑物（群），
通过申请、核准，命名才能称
为“城”。占地面积、建筑面积
符合规定标准并具有某一特
定主导功能的非居住用途的
大型建筑物（群），通过申请、
核准，命名方可称为“中心”。

在本次修订的《条例》中，
明确规定了大道为干主道，长
度、宽度要符合规定标准；大
街除了长度、宽度符合规定标
准外，还要兼具商业功能，其
他道路称为路、街、巷、弄。

一些市民常反映某些小
区门牌号比较乱，《条例》这次
也进一步加以规范。门牌号
的编排要使用阿拉伯数字，居
民区内门号、楼栋号、楼单元
号、户室号按照统一顺序依次
编排。同一标准地名范围内
的建筑物，按照坐落顺序统一
编排，不得跳号、同号。

地名是人类给特定方位、
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一种
语言文字代号和标记，具有明
确的地理方位指向。但由于历
史原因，地名中存在一地多名、
一名多字和重名现象。比如，
无锡人爱说今天去了惠山，这
个惠山到底是山名“惠山”，还
是惠山区，有时颇难区分。

在行政区划中的地名重
名现象，中外皆有。对于历史
文化悠久、幅员辽阔的中国来
说，要做到完全不重名几乎不
可能。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
工作人员介绍，锡东胶山的一
些地方，就有不少地名和山东
地名相同。这是魏晋南北朝
时，许多北方人南迁后用故里
名字命名的缘故，地名本身也
带有历史的印迹。但重名会
对人们联系和交流带来麻烦，
因此尽可能要避免。老的重
名现象因涉及改换门牌、不动
产证等一系列问题，一般不会
轻易改动。

新修订的《条例》对新地

名提出要求，指出国内著名的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全国范围
内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
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同一
个省级行政区域内的乡、镇名
称，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的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
地名称，同一个建成区内的街
路巷名称，同一个建成区内的
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
宅区、楼宇名称，不应重名，并
避免同音。最近几年，无锡有
了地名数据库，每次有新地名
申报时，工作人员首先会进行
查重，将同名、同音字排除掉。

同时，有一些地名里会有
生僻字。《条例》要求避免使用
生僻字；一般不以人名作地
名，不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
地名；不以外国人名、地名作
地名。考虑到企业或商标可
能会消亡，《条例》明确规定，
不以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
作地名。同时，考虑地名涉及
国家主权和文化，不能以金钱
来衡量，不能进行有偿冠名。

大窑路大窑路：：
数百年窑业历史汇于此数百年窑业历史汇于此

无锡民间曾无锡民间曾
流传一句俚语流传一句俚语：：
““窑荒十八行窑荒十八行””，，意意
思是窑业兴则十思是窑业兴则十
八行兴八行兴，，窑业衰则窑业衰则
十八行衰十八行衰，，可见当可见当
时窑业在无锡的时窑业在无锡的
地位是何等的举地位是何等的举
足轻重足轻重。。大窑路大窑路
是当年无锡窑业是当年无锡窑业
的中心的中心，，因窑而因窑而
兴兴，，也因窑得名也因窑得名。。
如今如今，，大窑路两侧大窑路两侧
还散落着数十座还散落着数十座
当年的砖窑当年的砖窑，，诉说诉说
着当年砖瓦通达着当年砖瓦通达
四海的历史四海的历史。。

大窑路曾名老窑头、大窑坊，居民习
惯称窑上，道路北起伯渎港古运河东岸，
南至金城路。但在不少老无锡眼里，还
得加上伯渎港至塘南路的一段，将沿途
多个小区揽入其中。

大窑路184号是一户居民住所，与左
右邻居不同的是，这户人家有着黑色的
院墙。据介绍，早年住在大窑路上的居
民在建房时，会将烧窑的煤渣、炭灰混在
石灰中粉刷墙壁，因而墙体呈黑色。不
过，如今窑业不存，这户人家的黑色墙面
用的是颜料，而非传统的煤渣。

继续往北穿过南水仙桥，是无锡大
窑路窑群遗址所在，现为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当初“下塘十里尽烧窑”的盛
景说的便是此处。大窑路建窑烧砖始
于明初，最盛时有砖窑百余座，延绵1.5
公里，窑工近万人，所产砖瓦畅销大江

南北。现存砖窑42座，其中19座较为
完整。

刘外窑，是大窑路地区比较标准的
窑座，窑门外建有存放燃料的窑屋数间，
窑顶上面覆盖着小瓦片。烧窑时，窑洞
几乎全部封堵。上面只留有连续进料的
小方口，下面筑有半圆形的出灰口，烧窑
工具仅用二刺灰扒钩，用火力较强的松
枝芦苇等做燃料，以慢火（俗称熟窑头）
焙烧一周左右就止火封窑，在窑顶筑水
打洞进行烧水。此外，老中窑、对直窑都
是当时比较常见的砖窑。

邱仲贤是大窑路的居民，他年幼时
家中便有这样一座烧砖瓦的窑。邱仲贤
说，那时候，大窑路的砖瓦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砖瓦运输靠人挑，一担能装40块
砖。船只停靠在码头上，一担担地往船
上装，接着便运往各地。

历史留痕 大窑砖瓦达四海

几经沉浮 兴盛数百年的窑业

命名有据可依

启动查重机制

在用历史地名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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