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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盛世修志。

下付梓出版了。

得庆贺!

《淄博文化志》往社会各界和全市文化系统广大

《淄博文化志》的出版，是淄博文化1：作中的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件幸事、大事，值

淄博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淄博劳动人民在创造物质

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内涵丰富的齐文化、聊斋文化、工商

文化，民间民俗传统文化，构成了淄博色彩斑斓的历史文化画卷。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淄博的文化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聚八方来力，兴文化大业”，全市文化事

业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态势：文艺创作、演出硕

果累累，多次荣获全省、全国大奖，特别是近几年，实现了“一年一台大戏，台台

都是精品”的目标；社会文化蓬勃发展，文化工作网络日趋完善，城乡群众文化

生活日益繁荣，全市已有6个区县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文博事业成绩斐然，

淄博已成为齐文化和聊斋学研究中心；图书馆事业蒸燕日上，图书馆数量和规模

不断扩大，四级图书馆(室)网络已基本形成；文化市场繁荣有序，现有各类文

化经营业户3000多家，从业人员50000余人；电影发行放映收入稳步增长，各类

放映网点覆盖全市城乡；对外文化交流口趋活跃，淄博花灯两度出国举办灯展，

对台文化交流实现了零的突破；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年增加值达到50万元。1995

年，淄博市被文化部、人事部命名为“全国文化模范市”。



性、资料性于一体，以详实的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载了50多年间淄博市文化事业发

展的历史轨迹和现状。

编纂文化志书，既是一项十分复杂而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又是一项细致入微

的工作。淄博市文化局的几任领导班子都十分重视与关注，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

做了大量的1I作。《淄博文化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以对文化事业极端负责任的态

度．默默无闻地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书稿的编纂任务，

因而才有这部百万言志书的问世。

“鉴古知今”。期望这部志书的出版，会对淄博i}『文化艺术界更好地贯彻，执行

党的文化政策和文艺方针产生积极作用．对全市各界人士乃至全市人民更好地落实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经济强市。文化大市，绿色城市”的目标产生良好的借

鉴作用。

聊以数语，以为序。

共淄障市委副挎记

二oo五年五月
乓台恕



二oO二年

《淄博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心德

副主任：李民兴赵淑慧王立宪曹家萱李波王玉华

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

于洪亮王忱王文芬王玉华王巧妹王立宪王春荣王振华

邢树龙巩杰巩武威毕德云刘卫东刘心德刘忠进刘统爱

刘凉涛孙强杜建伟李波李艾田李民兴邹彬张永政

张克玉陈国芳陈殿君周世福孟静孟庆标赵长刚赵淑慧

姚圣家贾廷森夏振源曹家萱韩延盈翟沛敏

主编：刘心德

副主编：李民兴

主要编纂人员：夏振源李艾田李方才

二OO三年

《淄博文化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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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立宪王幼学王春荣王振华邢树龙巩杰巩武威毕德云

吕其顺刘卫东刘心德刘忠进刘统爱刘凉涛孙强孙芳之

李波李玉福吴兆金张永政张纪军陈平陈国芳孟静

赵长刚赵淑慧姚圣家耿卫东夏振源高少杰曹家萱谭秀杞

主编：刘心德

副主编：吴兆金赵淑慧

主要编纂人员：夏振源陈国芳姚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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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淄博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至1949年，下限为2002年。个别章节及照片无法割断者，有所突破。有

些珍贵历史资料亦收录其中。

三、志稿综合文化事业各个门类，共分lO篇，每篇设章、节编排(第七篇未设章)，共48章，

197节。有些章节设目或子目。志首置序、总述和大事记，末设后记。

四、文稿采用记述体，个别节目录用编年体。有记、志、述、录、传、图、表等形式，以志

体为主。采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体例撰写，力求做到“横不缺页，纵不断线”，各篇、章、

节视情况设概述或无题小序。
。

五、编纂力求实事求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篇章中相对突出了《艺术》、《社会文化》和《文

博事业》。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行文中的建国初期，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9年底这一历史时期。

七、组织机构及其他一些过长的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八、本志记录获奖统计中，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国文艺新闻出

版评奖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以全国评奖的37项文艺类奖及4项综合奖为主要收入内容，并

注意收录获得省级(即省文化主管部门及同级文联主办)各种文化艺术类获奖者姓名。

九、《人物》篇第二章《(当代文化人物》中设传、简介、表三部分。坚持“生不立传”之通

例，选录对淄博文化建设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者。同时尽力收录本市著名的民间艺人和对淄博

文化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客籍人物。

十、本志稿源主要来自各区县文化主管部门和市直文化单位报送的文化志材料，还有一部分

来自《淄博市文化志资料汇编))和市文化局档案室、有关文化社会团体、采访笔录，口碑资料等。

为篇幅所限，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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