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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九公里
因距离得名

儋州中和镇有一个七里村，此村为
千年古村，近些年因村中长有万株古老
的玉蕊树而声名远扬。因村子到中和镇
有七里路，故而得名。万宁万城镇有一
个五里村，旧时该村村民每次赶集都要
走五里路，后来大家约定俗成，将村子命
名为五里村。

儋州那大镇有村子名为三公里村，
这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村庄，在
立村时，因村庄距离当地标志性公路有
三公里远，人们便以此给村子命名。海
口琼山区有一个地方也俗称三公里。
过去有一条连通城区与郊区的道路由
此经过，人们从城区步行三公里到此，
往往都已经累了、渴了，因此选择在此
歇息，久而久之，歇脚处得名三公里。
此外，三亚崖州区也有一个三公里村，
不过得此村名并非距离公路三公里，而
是因为恰巧与周边村庄的距离都为三
公里——东与海棠村距离三公里、南与
盐灶村距离三公里、西与凤岭村距离三
公里，故而得名三公里。

琼中湾岭镇有一个五公里村，这个
村庄到镇上的路程将近五公里，故而大
家取“五公里”为村名。与之相似的，还
有陵水本号镇的四公里村。四公里村村
民沿着公路行走到本号镇区，路程有四
公里，村子名称“四公里”由此得来。

昌江石碌镇有一个名为“九公里”的
村子，此村的西边为县城石碌镇，二者之
间的路程正好为九公里，因此得名。乐
东大安镇有一个十三公里村，这一村子
距离乐东县城抱由镇十三公里，故有此
名称。

有一些地方因路程明确而得名，有一
些地方距离不明，但又因路长、路远而得
名。琼海博鳌镇有一个长路村，每到雨季
村路都会变得泥泞难行，后来华侨捐款修
了一条长路，因此得名“长路村”。

湾岭、十字路
因形状得名

湾岭镇位于琼中东北侧，镇名
沿用村、墟之名。“湾岭”的“湾”本
为“弯”，意指弯曲。1927年，全长
十公里的枫（木）岭（门）公路通车，
公路绕过当地的加总岭，形如弯弓
状。“弯”被误为“湾”，再加上“岭”，

“湾岭”如此得来。
海口中南部原有一镇名为十

字路镇，此镇前身为十字路市，民
间又俗称大路市，清乾隆年间渐成
集市，清道光《琼州府志》有记载：

“十字路市，在县西南四十里，乾隆
间设。”

此镇位于旧时海口龙塘至永
兴、府城至新坡公路交叉口，道路
呈十字形，因此得名十字路。2002
年7月，海口美仁坡乡与十字路镇
合并，设立龙泉镇，十字路镇这一
名称由此退出历史舞台。

文昌文城镇有一个三角路村，
此处有公路形成一个三角形，故而
得名。屯昌乌坡镇也有一个村子
名为三角路，此村有交叉成三角的
公路，而村民都围绕公路聚居建
房，久而久之，“三角路”成为村名。

中街、北巷
因方位得名

屯昌新兴镇有一个村子名为
中街村，这一村子正好处于大街中
间的位置，因此得名。与之相似
的，还有万宁北大镇的后街村。旧
时后街村周边有一个贸易市场，每
逢节日村民们都会挑着自家的农
作物到街上出售，换购日用品，而
这一村子位于大街的后边，故取名
为后街村。

陵水椰林镇有一个北巷村，此
村位于一个名为多华市村的村子
的北面，商贩、买家通往多华市村
需要经过一条巷子，而村民又在路
的两旁摆摊设铺做买卖，形成狭窄
的街巷，久而久之，这一村子得名
北巷村。

儋州有两个名为中间巷村的村
子，分别位于光村镇和那大镇，得名
方式都与陵水北巷村相似。这两个
村庄，都是在村落的中间建村，有巷
子出入，因此都取名中间巷。

儋州木棠镇还有个村子名为
巷口村，相传此村在明代时立，“巷
口”即“路口”，村子位于巷口处，故
而得名。屯昌南坤镇有一个路囗
园村，此村位于另外一个村庄的路
口处，人们便给村子命名为路囗园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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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可以连
接各地，方便人
们交通出行。不
管大路还是小
巷，皆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很多
地名因道路而得
名，因道路具有
深入人心的重要
性。在海南，就
有不少村镇以
“路”还有“街”
“巷”来命名，这
些地名由来各
异，极具特色。

海路、牛路
因特色得名

坡巷村位于海口龙华区，此
村在古代也称为二水村。清咸丰
《琼山县志》有相关记载：“时郡俗
村落盐蜑小民家妇女多于月明中
聚纺，与男子歌答为戏，凡龙岐、
二水、大英、白沙、海田诸处俱有
之，号曰‘纺场’。”旧时坡巷建村
的场所在南、西、北三面都是水
田，东面则有一片小坡地和一条
羊肠小道，因此取名坡巷村。

与坡巷村得名方式相似的，
还有位于文昌蓬莱镇的坡尾巷
村。坡尾巷村建村于一处山坡尾
的地方，旁边还有巷道，故而得
名。类似的还有定安富文镇大路
坡村，此村地势为坡地，村边又有
大路，因此称大路坡村。儋州中
和镇有一个沙巷村，该村四周都
是沙土，甚至连巷道都是沙土，故
而得名。

海南还有许多因道路而得名
的村庄，比如文昌的海路村，此地
有一条道路通往大海，过去很多
人乘船闯南洋或者出海打鱼，都
得从这里经过，因此这一条大路
被称为“海路”，村子也因此得
名。琼海有一个牛路村，过去人
们往往要牵着牛在小路上行走，
因此有“牛路”之名。

琼海有村子名为车路村，该
村前面修建一条可以连接嘉积镇
与岭囗镇的大路，相较于其他小
路，此路宽敞能通车，是为“车
路”，后来村子也因此得名。屯昌
有一个水路村，此村地势低，小路
容易积水，因此人们常把这里的
小路称为“水路”，久而久之，村子
终得名水路村。

大路、巷仔坡
因规模得名

大路镇位于琼海北
部，此地在明代时已经形
成墟市，到清代时称为“黄
藤市”。“大路”之名在清代
时已经出现，清嘉庆《会同
县志》记载：“黄藤市，在永
安都，县北三十里，俗名大
路市。”后来，“大路”代替
了“黄藤”，成为了“大路
墟”。大路在1928年置镇，
镇名沿用墟市之名，称大
路镇。

“大路”得名于清代中
期，当地老百姓聚集到黄
藤买卖、交易，人流量增
大，搬迁过来的居民越多，
集市发展为小街，而小街
又傍靠大路口，故名“大
路”。

万宁有两个大路村，
分别位于后安镇和礼纪
镇；还有村庄名为大路铺
村和大路门村，分别位于
山根镇和万城镇。这四个
村庄，都因村边有大路而
得名。

定安有一个大路巷
村，此村的得名方式与琼
海大路镇相似。这一个村
庄建于大路旁边的巷子
口，因此得名大路巷。万
宁万城镇有一个名为巷仔
坡的村，此村建在一片坡
地上，旧时通往该村的道
路很窄小，“仔”有窄下的
意思，因此有名巷仔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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