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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记也。一方之志，记一方之内一定期间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的变迁，从其

对历史的治乱兴衰记述中，体现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与当事者的功过是非，从

而对后来者产生资治与教化的作用。中国方志源远流长，历代重视编史修志，形成

了优良的文化传统。

成武地处黄淮平原，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先民生息；周初为

郜地，秦置成武县，迄今已有二千余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淳朴善良，勤劳

勇敢，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新编《成武县志》，

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实事求是和详今略古的原则，

记述了成武的这段历史。

成武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孟海公起义，明末李

自成起义，都在境内留下了征战的足迹，清初，李化鲸流寓成武，以此为根据地发

动起义，陷曹、定、成三县，攻克曹州，杀兖西道副使黄登孝，使清廷大震；嘉庆年

问，天理教起义，境内八卦教起而响应；光绪年问，大刀会反洋教斗争激烈，迫使城

乡教堂一度停止活动。1928年始，境内有共产党活动，点燃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的星星之火。1938年，县境东北部边缘地区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1942年，中

共成武县委建立，抗日斗争出现了新局面。抗战8年，境内大小战斗百余次，歼灭

日伪军800余人，刘菜园村民创造了磨石砸坦克的壮举。3年解放战争，全县人民

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根据地，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全县有千余优秀儿女为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解放奉献了宝贵的

生命。《成武县志》概要地记下了这些斗争史实。说明了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

就有反抗、有斗争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歌颂了成武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侵略

的革命斗争精神。

旧社会，成武县地瘠民贫，“半年糠菜半年粮”就是那时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

写照。新中国建立后，成武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了巨大

成就。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4711万元；粮食单产524公斤，人均占有492

公斤；与1949年相比，分别增长9．6倍、6。5倍和2倍，摆脱了温饱问题的困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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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向。小康"水平前进。《成武县志》所载大量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片当前，世界风云

变幻，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国内敌对势力也妄图勾结国际

敌对势力，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种形势下，《成武县志》的出版，无疑是

有重要意义的。它将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部近代史教育、党史

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对他们认识祖国遭受侵略的耻

辱历史，不忘革命前辈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增强

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将大有裨益。

读县志，知县情。一地之人民，情况明、决心大、措施力，才能振兴一方。愿《成

武县志》能为全县人民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使之鉴古识今，扬长避短，为振

兴成武作出贡献。

⋯武县委托带苫．氧
199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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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寒暑，《成武县志》问世了。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它的出版是全县

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成武虽属穷乡僻壤，弹丸小邑，历史

上也曾六修志书，初修于明正德年间，二修于明嘉靖年间，现两志世皆不存；三至

五修分别成书于康熙九年、二十九年和四十一年，三修五修本尚存；六修于道光十

年，此志集前志之大成，约20余万言，现在县内犹有藏者。1830年后，150余年无

志，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新中国建立后，县党政领导、地方人士曾多次倡修志书。50年代末一度设立机

构，征集资料，并以《成武新志》油印部分章节。由于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即停

办，后资料多已散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实行对

外开放，对内搞活，百业俱兴，修志也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冬以来，县委、县政府

三次行文，部署修志，并于1983年春调集人员组成专门班子，具体开展这一工作。

修志人员广泛征集资料，反复修订篇目，倾心撰稿，八历寒暑，现在终于成书。《成

武县志》设概述、大事记、人物、杂录和20个专志，共23卷，102章、395节，近百万

言，记志传图表录诸体齐备。本志上限自1840年，下限迄1985年，而史实多有前

溯、贯通古今者。全志略古详今，以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史实，歌颂了共产党的领

导，歌颂了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一

部反映成武县情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成武县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艰苦创业的

史诗。志书作为经世之作，在于它集一地之古今百科于一身，使读者一册在手，便

可全局在胸，鉴前世之兴衰，衡当今之得失，以利将来。因而，《成武县志》成书，将

为县内各级领导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决策的依据，将为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提

供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

<成武县志》得以出版发行，是上级党委、政府和史志部门的正确领导，全县各

单位和各方人士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县史志办公室全体同志乐于清苦、知难而进、

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的结晶，也是和兄弟县、市史志部门的帮助以及各方专家学者

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于此，我谨向为《成武县志》成书提供过资料、提出过修改意



见，作出过贡献的所有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l

“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以志为鉴一。《成武县志》出版，必将受到全县人民的

热烈欢迎，必将对成武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一账镓
1992年3月



凡 例

一、《成武县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述境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篇目，采取卷、章、节结构，节以下视需要设目。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

并用，以志为主。首设概述、大事记，尾置人物、杂录，均不列卷次。

三、文体，一律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典雅。记事原则

上述而不论，寓褒贬于事实之中，但也不排斥言简意赅的点评。

四、辛亥革命前，使用年号纪年，加注公元年份。辛亥革命后，使用公元纪年。

大事记一律使用公元纪年。 ．

五、全志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断至1985年。有些部分，为了记事的完整性，

也可突破上限。

六、生不立传，但可入志。立传人物以本籍人为主，突出革命烈士和劳动人民；

适当收入外籍长期定居本县有重要业绩者。阻碍历史前进的人物，作为反面教员

收入。立传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 -

七、所取统计数字，以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不足部分取自部门志。为

了便于比较，历年工农业产值以1980年不变价换算。

八、数字的使用，遵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计量单位的使

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

九、所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对有争议的事物，诸说并存或加考证。

十、县名，除引文有用“城武’’外，一律使用“成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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