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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自汉以来，历代

皆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峄地有志，始于明代。明嘉靖至清光

绪年间共八修《峄县志》。清末民初之际，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民不

聊生，邑乘失修。旧志虽记载欠详，观点有异，但对峄之地理沿革、历

史演变、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方面的记载，仍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的史料。

《峄城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贯通古今、详

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峄城区近百年来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方面的兴衰起伏、历史面貌和自然景观；尤其对峄城建区

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各条战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予以翔实地记载。

这对了解区情、认识区情、研究区情、把握区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对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大有裨益。区志堪称为一部资料丰富、图文并

茂的峄城百科全书。 、

地方志，功在当今，惠及后世，具有存史、资政、教育的作用，对
于鉴古识今、纵观全局、进行科学决策尤为重要，具有现实意义和深

远历史意义。当前，我们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

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党

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就峄城区而言，为完成历史赋

予我们的使命，必须依据本地的历史和现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在这方面，区志无疑将发挥重要作用。

《峄城区志》的问世，是全区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
喜事。它必将对全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2 序一

响。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勤劳而勇敢的峄城人民，昨天和今

天为建设家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后也一定会把古峄大地描绘得

更加绚丽多彩，谱写出更加灿烂的篇章。
《峄城区志》付梓成书，不胜欣慰，可庆可贺。是为序。

、

中共峄城区委书记牛家义

一九九五年十--,El



序二

编修方志，资政、教育、存史，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和思想政

治建设工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

《峄城区志》，记录追溯了这个地区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的总结

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贵的财富，成为丰富的社会、自然、文化

知识，为宏观决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科学依据。她不仅仅继承了历史

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揽万里于尺寸之内，

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峄城区志》脱稿付梓，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

慰。

峄之为县，始于西汉，时属东海郡，称承县。峄地处鲁南边陲，北

依沂蒙，南视江淮，地当要冲，物华天宝，山河壮丽，钟灵毓秀。历史

上，“凿壁偷光”自学成才的汉丞相乐安侯匡衡，“纯正清廉’’的光辉

典范大司徒司直王良，“散金济贫”爱民如子的太子太傅、太子少傅

疏广、疏受，“博学宏词"的大文学家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等名人、

学子，使峄城名扬中外。古《峄县志》中。，亦曾以流畅的文字、优美的

诗句，记载了峄城人民世世代代谱写的光辉篇章，创立的英雄业绩，

读之似栩栩如生，犹历历在目。几千年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和中

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峄城人民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万众一心，团结

杀敌，为保家卫国，为社会进步，为自己的翻身解放，逐日寇，灭顽
敌，剿土匪，锄恶霸，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许多生动的史实需

要记载，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富民强国，峄城人民励精图治，战胜各种困难，

改革开放，兴游通贸，带动了经济腾飞，使古峄旧貌换新颜。这期间，

更有很多丰富宝贵的经验需要总结，亦有不少教训需要汲取。把历

]r一



4 序二

史变迁记录下来，把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业绩载入史册，

使之代代相传，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峄城区

志》，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服务当代，惠及子孙。

我国自古就有编史修志的传统。象孔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

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氏一家三口的《汉书》等著名史、志千

古不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峄地历代亦不乏地记、传

记、图说、志乘问世，但多已亡佚。现仅存的《峄县志》中，最后的一次

增修，距今也有近百年。因此，区委、区政府于1983年决定新编《峄

城区志》，并成立了峄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调集专人组成办公

室，统筹区志编修事宜。嗣后，虽人员数易，但修志工作始终不辍。全

体编修人员，尽10数年之劳，广征博采，秉笔直书，四易纲目，五改

志稿。特别是今年入秋以来，区政府以对历史、对后人的高度责任

感，在上上下下广泛征求意见的同时，又调集一批长期在峄城供职，

并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殚精竭虑，句斟字酌，全面进行校审，

方使志稿成书。新编区志，观点鲜明，资料翔实，百余年间，-方乡土

民情，兴衰成败，展卷可得。

《峄城区志》的问世，不仅为祖国地方志宝库增加了新的书卷，

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建设未来。读后有感于

兹，因以为序，以谢诸秀。 。

峄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徐广余

一九九五年十--,9



凡 例

’一、《峄城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峄城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

4二、按照现行行政区划贯通古今立志，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上限

因事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下限至1990年底。

三、体裁为志、记、传、述、图、表、录，以志为主。

四、按事业立志，事以类从，类为一志，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

的限制。横排纵述，多篇平列，以篇统章，以章统节，节下设目。

五、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以记载史实为主，不作评述。引用古

籍旧志，按原文照录，不加改动。

六、来源于档案、图书、旧志、报刊、口碑等资料均多方考证，求

实存真。除记述中说明的以外，其余不再注明出处。

七、坚持“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的原则，对人物只记事迹，不作

评价。编排以卒年为序，不分人物类别。立传入志者以现代人物及

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本籍人物为主，长期在峄地工作并对历史发展

有较大影响的已故外籍人士，亦予立传入志；少数劣迹昭彰的历史

罪人，亦作反面教员入志。

八、纪年一律采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在括号中加注

历史纪年。

九、机构、党派、群团使用全称，文中重复出现时，依照习惯使用

简称；官佐、地名，依照当时称谓和史实记述。科技名词～术语，依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r． 凡例

专业行文惯例使用。 ：

十、建国前的统计数字，以有关史料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建国后

统计的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非统计部门管理的数字，使用

区直业务主管部门认可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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