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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昌邑县南枕峡山，北临渤海，地势平衍，滩涂辽阔，泉甘土沃，

人杰地灵。早在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在这里繁衍生息。

秦始建县，迄今已历两千余年。

昌邑人民素有勤耕织，乐诵读，勇于斗争，爱国爱乡之美德。

历史上，仁人志士、学者名流颇不乏其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昌邑人民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阶级压迫，争取

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

业绩。新中国成立以后，昌邑人民艰苦创业，开拓前进，走上了社

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为四，化大

业励精图治，团结战斗，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历史的前进，事业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编纂一部能够反映昌

邑历史全貌的新县志。昌邑县一向重视编史修志，明清两代尤为盛

行。仅刻印成册，流传至今的即有清康熙、乾隆、光绪年间的三部

县志。这些博物之书，对昌邑的舆地沿革，天文地理、风土人情、

灾异祥瑞等，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堪称珍贵史料。但是，旧志重在

颂扬圣明，粉饰吏治，旌表节烈，诋毁变革，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发

展的载述极为缺略。况自清光绪三十三年至今，近百年间未曾成志，

人经劫火，时历沧桑，历史资料散轶几尽。而今欣逢政通人和、物

阜民安之盛世，适时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以“补史之欠，详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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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存史资治，留惠后世，实为顺时应需之壮举，势在必行。为

此，根据中央和各级领导指示，‘中共昌邑县委、县政府毅然定策，

于1982年建立机构，选拔人才，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始编新志。

在编志过程中，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有幸领受董一博、崔介、

靳星五、朱玉湘等专家学者的谆谆教诲，始终得到省、市史志办公

室具体指导，县内外老干部热情关怀和全县人民大力支持，深获教

益，备受鼓舞。大家黾勉从公，广征博采，呕心沥血，勤奋笔耕，

六度春秋，五易其稿，终于铸成新篇。

新编《昌邑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详今略古，据事直书。稽考注重翔实，体例力臻完备，

文字刻意求精。选材撮要，努力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取精用

宏，意在经世致用，为改革、开放、振兴经济提供信息，为把握县

情，资治辅政提供借鉴，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提供乡土

教材。新编县志将是帮助人们认识昌邑，改造昌邑，鉴往知来的一

部百科全书，她的出版问世，‘无疑是我们县的一件大事。

值此《昌邑县志》付印之际，我受编委之托，作短文以为序，

并愿借此寄意全县人民、祖籍昌邑之海外侨胞、各方贤达，恳请同

心戮力，竭忠尽智，为建设四化大业，振兴家乡经济而奋斗，以实

际行动，续写昌邑县光辉未来之新篇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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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1、本志以马列主义j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资治、教育、存

史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2、本志记述的是本县政区内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7现状，但

历史上的个别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其发生地点虽现已不在本县政

区范围之内，而当时曾属本县，为全面反映本县历史，均已载入。

本志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个别资料作必要的上溯下

延。

3、本志资料，来自各类档案，图书、文物以及当事人、知情

人，编纂时一概不注出处。当口碑资料与文字资料不符时，一般以

文字资料为准。

4、本志结构是按事业分类，一级平列设篇，特点突出的事物

单独设篇。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末设人物、附录，中间各专业

篇为全志主体。排列顺序是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政治、军

事、文化，以经济诸篇为重点。篇内辖章、节、目、子目，一般是

横排f-j类，纵述始末。

5，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以志

为主，各有专用。述为概述，记为大事记，传为人物传，录为附

录。各种图、表、照不单设篇，随文安排。

6、文字表述，用语体文、记述体，重在记叙．不渲染，不评



将本志编成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

动，本着“宜粗不宜细”， “宜分不宜

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篇章。

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中华民国以后，

专用词语、成语、序词、历史纪午、农历

录。

准的公制和市制，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名

以换算或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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