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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躬逢社会主义盛世，第一部新编《巨

野县志》出版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十分欣慰，非常高兴，谨

代表．中共巨野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表示热烈地祝贺!向关心、支持修志事

业的各界同志和朋友，向躬亲此举的专家、学者、编纂人员，致以衷心地感谢l ·

地方志书以其。补史之缺，修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静的独特作用，

成为中华文化典籍的重要部分。巨野振古名区，为孔子过化之墟，春秋获麟之、

乡，鲁文化源远流长。明、清以来，曾五次纂修县志。旧志书在政治、历史、

文化、风土民情、人丁赋税等方面，都有一定记载，给我们留下了部分有用资

料，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皇恩一、职官、艺文、节烈连篇累牍，而对于

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农工生产、社会经济等反倒付之阙如，不乏封建主义的。

糟粕。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 ．

．

新修《巨野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自鸦片

战争以来巨野的历史与现状，横及百科，实为巨野一方之全史。这150年跨近

代、现代和当代3个时代。近代是巨野人民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压榨的时代，。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j残破荒凉，民生凋

敝。巨野人民愤怒了，奋起杀死德国传教士，继之揭竿而起，展开了反抗帝、

封、官的斗争。现代是巨野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巨野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了救星——中国共

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组织，建立武装，拿起枪杆，走上战场。与日本侵

略军浴血战斗8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决战，、

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l全县人民齐动员，抬担架，送军粮，奋

勇支前，迎来了巨野大地的彻底解放。当代是正在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县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艰苦奋斗，改天换地，虽也走过曲折的道路，甚至有惨痛的教训，但成绩是主

要的，变化是巨大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巨野乘改革开放的东

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是突飞猛进。4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建起了门类齐

％

-r-·t-k--rrl

l。．I



2 t 序

全的工业，乡村企业也在崛起，皮革及其制品、工艺美术品等，已打入国际市 。

场。农业形成了三大优势：粮棉优势——是“总理基金麦棉两熟高产开发试

验刀基地i是全国优质棉基地县、棉花优良品种开发县；是山东省粮食生产基． 1

地。果品。优势——果树业名列菏泽地区榜首，是山东省果品生产基地和大红元，

枣发展基地。畜牧优势——是国家“鲁西南黄牛"繁育基地，是外贸部、全国 一I

。供销总社的青山羊和长毛兔生产基地。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交通十分便利。 j’

46项科技成果获地区级以上奖励，其中8项为国家批准的专利项目。商业、文 0 j

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日新月异。城乡砖瓦房、楼房鳞次栉比0a电视 一7．J
机、洗衣机、组合家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上述这一切，新《巨野县志》均有 ．，1

详实的记载。这些铁的事实，向巨野人民揭示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党的“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新《巨野县志》可称为巨野县 ．

的二部信史，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是巨野足可珍贵的 j

文化典籍∥’
。

·l

巨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暨办公室全体同志和“有志于此"的各级领导及 ’? ；●

工作人员，都为新《巨野县志》的成书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部志书，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县志办公室的同志功不可没。他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在省地业务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下，一方面自己广咨博采，一方

面指导专门班子，发动群众，采集了大量资料。他们在起步晚、人员少、诸多

条件困难的情况下，甘于清苦，埋头实干，历经8个寒暑，笔耕不辍；他们对，

大量资料分析核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鉴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

六易其稿，终于成书，实在是为巨野人民立了一大功，且功荫后世，垂之久远!‘ ●

·．．编修志书，事在纪往而意在开来。我们相信，这部新志书，’一定会起到

?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全县各级领导干部j广大人民群 1

众及海内外桑梓同胞，认真阅读这部新志书，研究巨野的历史和现状，为建设一 、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四化一大业，乘风破浪，开拓前进f ·：

十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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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巨野县委书记许素海 ．’ J
·’

，。 巨野县人民政府县长范玉国 l
·

．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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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野有着悠久的历史。巨野因境内的大野泽而得名，并因彭越于大野泽率

先揭起反秦义旗而著名。两周之际，巨野为鲁国西境，孔夫子获麟绝笔，获麟

的地点就在今天县城以东的获麟台。巨野较早地受到鲁文化的灌溉。

巨野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从春秋到北宋，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春秋战国之际，天下有五大都市，巨野以西百余里的陶(今定

陶)，是所谓著名的中都。范蠡于灭吴之后，弃官经商，在陶“三致千金’’j号

陶朱公。陶之所以成为天下名都，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利用清、菏诸水同东

边的汶、泗诸河联结，形成水运中心，成为百货贸易丛集之所在。而大野泽则

是贯连诸河的中枢。到北宋初，．汴京为取得京东诸州郡的物资供应，修五丈河

以通广济军即古代的陶，依然靠大野泽为之绾毂，从而使50万石以上的粮食

西运上国。这时候，巨野早已建置为济州，州治即在巨野。巨野为古代陶都的

商业发展、宋代漕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贡献的本身又反转过来推动了它自己

的发展。济州的农业特别是丝织业在当时是称盛的。

巨野的文化也随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大家知道，对北宋古文运动做出卓

越贡献的王禹傅，就是济州巨野人。这个出身磨坊之家的大文学家，不仅以诗

歌散文独步当时，而且对后代文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文学史上有着

自己独特地位。巨野晁氏是宋代著名的书香世家。晁端友以诗著称，其子晁补

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文章“温润典缛"、。凌丽奇卓一，为文坛所重。余

如晁泳之、晁说之，也都以文学享有令誉。流风所及，诸晁到南宋的晁公武，

不坠家声，他的《郡斋读书志》，为目录学增添光彩。宋代文化的发展，与宋

代学校教育大幅度增长和读书人家剧增是分不开的。苏轼曾以。至今东鲁遗风

在，十万人家尽读书一的诗句，称赞齐鲁文化之盛。巨野在齐鲁文化区中有着

自己的地位。
“ 、

可是i自金元以后，巨野每况愈下，越来越不景气。其所以如此；一是地

理条件发生了变化。黄河在五代北宋期间频频决12，后期一次灌注梁山泊，东

方诸水系受到严重影响，运输以及灌溉机能日益缩小，有的河道成为遗迹。笔

者童年时还看到太平溜舟楫上下，到抗日战争初，十几年内连遗迹都无从辨识

1]



了。河道变迁，洼地干涸，带来了大片盐碱地，只能熬硝盐，种柽柳，而不能

长庄稼。这是造成巨野贫困落后的一个因素。

而另一个更加严重的因素是，巨野同全国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巨

野在土改以前，全县耕地为162．17万亩，地主3025户、24200人，占地515460

亩，人均21．3亩；而贫农76501户、306004人，占地289572亩，人均土地

不到1亩。封建地主阶级就是利用占有的大量土地，剥削无地少地的农民，从

而养肥了他们自己，使广大农民经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同时，巨野人还受帝国

主义的压迫，所谓德国“教案"，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以传教为名，同恶霸地痞

勾结，拚命榨挤巨野人的一个事例。清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

使巨野人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愈益贫困落后。

面对各种反动势力，巨野人具有顽强的革命斗志。从彭越高举反秦义旗，

经徐鸿儒反抗明封建统治的起义，到近代史上反抗德国传教士的斗争，这一系

列的事实既说明了巨野人有着自己的光荣革命传统，又反映巨野人追求美好

未来的强烈愿望。巨野一旦遇到了正确的向导和带路人，就一定能排除万难，

向美好的未来迈进!巨野人终于遇到了正确的向导和带路人，她就是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从1948年解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巨野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大变化，社会主义的新巨野取代了贫穷落后的旧巨野。 ’

- 建国以来，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间，同全国各地一

： 样，巨野在生产上有了飞跃的发展t ，‘

；——如果与解放前相比，旧巨野有条通往济宁和曹州的公路，但这条路在

没雨时是搓板路，颠簸得令人呕吐，碰上下雨，即泥泞不堪，汽车发动机呜呜

作鸣，裹步不前。新巨野不仅代之以柏油路，而且现代的交通运输手段，诸如

铁路、电讯、供电等等也都建立起来j初具规模。而这些是旧巨野无法想像的。

——如果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线，今天同建国初50年代相比，明

显地具有突飞猛进之势。以农业生产为例。1949年夏粮亩产平均为50．5公

斤，经过多年徘徊，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才跃上了百公斤

的台阶，而今已超过200公斤了。以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来说，1949年

全年为56794亩，以后不断增加，到1980年猛增至288804亩，而今接近70

万亩大关了。正是由单位面积产量猛增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猛扩大，巨野农

业总产值比解放初增长了八、’九倍之多。r

工业更是这样。旧巨野一向没有近现代的工业，解放后才建立了小型的水

泥厂、农具厂、印刷厂、纺织厂等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小型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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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了扩大，而且建立了规模较大的面粉厂、水泵厂、酒厂，县制革总厂同香

港震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鲁西南皮革有限公司"、同上海合办的“鲁

沪巨野棉纺厂"大型企业，产品到国际市场上一显身手。巨野工业以跃进的形

势向前推进! ．

“

。

旧巨野的广大农民，住的泥糊棚，怕狂风暴雨，也怕连绵阴雨，经常倒塌

伤人，常年吃糠咽菜，陷于饥寒交加的困境。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经济上的大发展，巨野家家户户有了初步的温饱生活，一扫旧巨野的

贫困景象。这虽然是初步，但这个初生是来得多么不易!随着生活的改善，文

化素养也有了提高。在今后，巨野将涌现一批又一批的新人，为社会主义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巨野自明清以来多次编纂县志，最后一次是在1920年(民国9年)修成

的，距今已经70多年了。这本新县志则是记述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间的历

史，与旧志存在质的不同。新志不仅以大量的材料，向人们提供系统的丰富的

百科式的知识，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的恳挚的情感，朴实而动人的语言，描

述了新旧巨野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讴歌了革命先烈和优秀人物的业绩，必将教

育世世代代的巨野人，沿着革命先烈们开辟的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从而成

为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作为一个巨野人，我怀着无比的激情来写

这篇序文，并衷心地祝愿我的乡土之邦昌盛发达j ．

．’

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漆侠 ．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日



凡 ’例

．．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巨野县的历史与现状。

二、时间断限上为1840年，下限至1990年。部分内容上溯至事物发端。

三、以1990年巨野县行政区划版图为范围。因区划多变，有的则按当时

：， 一区划范围记述：
“

四、除志首图片、大事记，志尾杂记外，内容根据现代社会分工和专业类

．’ 别结合分设，按经济、政治、文化序列，横排门类，纵记史实，共27编、139
i

章、『383节。

五、入志人物以巨野县籍为主，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选择录入。生不立

传。在世著名人物用以事系人或名录形式，在有关章节中记述。

六、志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3录等方式，以志为主，用语体文、

记叙体，文字力求简明、准确、通俗j‘流畅。 ，·

七、行文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省史志编委会关于新编地方志书行文

规定，力求规范化、标准化。

八、记时用公元纪年，加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 ，

。

． 九、叙述．一律用第三人称。“新中国"指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解放前一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

十、资料主要来源于周家有关档案部门、各部门专业分志、口碑资料以及

广征博采反复考证的资料，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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