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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聊城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新编

《聊城市志》全面记述了聊城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土、人情，是

一部纵贯历史、横揽全局、集聊城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重要资料之大成的百科全

书。志书竣稿之时，欣逢香港回归祖国，国威大振；党的十五大召开，举国共庆之

际，实乃“盛世修志一传统的具体体现，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喜贺之余，撰此

一文，权为志书之序。

聊城修志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时任聊城县知事韩子廉到任伊始，便查找志书，

掌握县情，以志鉴政。结果典籍齐备，惟缺县志，遂发誓治国者必有史，治邑者岂可

无志”的慨叹，于是藉政务闲暇，荟集编修《聊城县志略》，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志成，此为聊城县第一部较完备的志书。自此至1910年(清宣统二年)的四百多年

间，聊城又曾二修县志，一修乡土志。这四部志书均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聊城的史

实，但因编修者受其时代和阶级局限，立场、观点及所录资料多有偏谬，只可作为

借鉴，不能兼收并蓄。

新编《聊城市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地研究和

分析聊城的历史和现状，广征博采，秉笔直书，既记述成功和经验，也不回避失误

与教训，具有存史、资政、教育之功能。这部新志书，对当政者，可以知交替，明兴

衰，察得失，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鉴往察来，全面掌握市情，胸纳全局，审时度势·

做出正确适时的决策；对全市人民，可以淳化民风，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

统，奋发图强，继往开来，再创聊城辉煌，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教益。

编纂《聊城市志》是一项浩繁恢宏的社会系统工程。志书编纂过程中，编纂人

员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付出大量艰辛劳动；各部门各单位及各界人士鼎力支持，

贡献资料，群策群力，保证了志书资料更加翔实完备；省地史志编纂部门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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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一

领导以及在聊城工作过的老同志热忱指导，审订修正，正本清源，使志书愈臻规范

科学。新编《聊城市志》的付梓问世，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心血，在此，我谨向所有

关心志书编纂并为之做出贡献的编纂人员、贤达智士及同志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聊城市志》虽历经十六载，四易其稿，但因诸多条件所限，纰漏舛讹之处仍在

所难免，恳请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赐教指正。

中共聊城市委书记 J长袒
1998年2月15日

纛戮蝴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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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留下了“前有所鉴，后有所稽”的宝贵遗产，意义极为深远。稿成之时，编委会嘱

我为序，不胜感奋，欣然受约。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聊城修志始于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

至1947年聊城解放，先后曾6次编修。但由于时代局限，旧志体例大多雷同，或续

前志所缺，或补前志不足，即成新编，其篇目内容纵有增减也大体相沿，记及职官、

名胜、人物、节妇、艺文较多，而记述经济极少，一代风貌难以体现。今修《聊城市

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市境内

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史实作了全面记述。全书百余万字，一方风貌，展

卷可得，鉴往知来。其业之宏，其工之勤，其效之著，自有志在，故不赘言。若进而言

之，这部志书可以说是上承前志精华，下聚各方灼见。修志之始，市委、市政府多次

研究，广征博咨，制定规划；继则征集资料，拟定篇日，编撰专志；继而广集人才，修

改专志，汇集总纂；复经专人分编，主笔统摄，而后完成初稿，印发各部门征求意

见，再审读修订；嗣后广邀外地人士来聊审议，其中既有各方面专家学者，又有省、

地和兄弟县市的修志工作者，大家从理论到实际，从大要至细节，反复研讨推敲，

各贡所见，力求确妥；评审会后，又重组力量，补缺纠谬，并经地区史志办公室两次

审改方才定稿。虽时日略延，而修志人员的敬业慎行精神确实令人钦敬。志书篇目

取材也多有创新，超越历来旧志之处显然可见。如：今志志首冠以概述，总叙全志，

钩玄纂要，一览概述，纵然未读全志，而全市情况大体了然，此为旧志所少见。大事

记虽旧志间有，但今志采用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形式，既能纵古贯今，又能首

尾完备，推陈出新，为全志的纲要。又如：专志和人物，都独具匠心，各赋特色。地

理、政治部类，记载了聊城优越的地理位置、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淳朴的民

}6



4 序 二

风，展现了全市人民英勇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经济部类，浓笔重彩地记述了全市

经济发展历程，客观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工作成绩与经验、失误与教训，类此均足见

修志者的力撰精心。但由于水平、条件所限，志书中还存在不少缺漏和问题，肯请

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史修志，旨在资政。《聊城市志》是一部颇具特色、获有成就的志书。希望各

界有识之士以新编《聊城市志》为鉴戒，研究聊城，认识聊城，建设聊城，振兴聊城。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编纂《聊城市志》的目的。

聊城市人民政府市长

喜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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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编史修志惠及后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聊城为鲁西名城重镇，历史

悠久，资源丰富，地灵人杰，俊彩星驰，自古为鲁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在新石

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定居。五千年来，先民们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用辛勤劳

动和聪明智慧创造了聊城丰厚的历史内涵和多彩的人文景观。明、清两代，聊城县

曾四次编修《聊城县志》，记录聊城历史的盛况，留下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

但由于时代所限，旧志记述行业不全，内容缺欠，立场和观点也多有偏颇，未能反

映出当时社会全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鸦片战争以后，聊城县在政治、经济、社会

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现代革命史上，聊城这块古老的土地又焕发出

勃勃生机，成为中共鲁西北地方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为争取生存和解放，向日寇和

反动派进行浴血奋战的著名根据地。有过慷慨悲壮的一页，也有过辉煌壮丽的篇

章，孕育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聊城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使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

貌，为振兴聊城，发展聊城谱写了新篇章。展现这一历史重大变化，记载这一辉煌

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能够“补史之缺，续史之无"，而对教

育今人、启迪后人、服务当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国后，曾于1959,--,1961年编修聊城县志，但因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缺乏对

方志理论研究，以致志稿的体例、资料、观点等颇有缺陷，因而没有刊行问世，只留

下一篇手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盛世修志"的春天。1982年，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聊城市志》的编纂工作开始正式启动，它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围绕编纂《聊城市志》，编辑人员广泛征集资料，精心设

计篇目，科学安排内容，严谨操作规程，历经十余个寒暑，著成《聊城市志》这部长

达百余万字的鸿篇巨著，完成了历史重任。这部志书吸取了旧志精华，是运用新观

，7



6 序 三

点、新材料、新方法编辑，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的大型资料性书籍。它

以较详实的资料，鲜明的政治观点，客观地反映了聊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并突出

“详今略古"的原则，用古今对比，新旧对比的方法，浓笔重彩地展示了聊城人民在‘

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努力拼搏，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大量的事实雄辩地证

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体现了编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宗旨。

《聊城市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聊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兴衰变化，是记述聊城

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诸方面情况的“官修’’地情书。在

编纂过程中，编辑人员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千锤百炼、数易其稿，其默

默奉献精神令人钦佩。此外，还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援，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

这项成果确实来之不易。它的出版问世，不仅可以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而对广大群众了解聊城的历史和现状，激发群众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操；对

宣传聊城，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人士展示聊城的优势和特点，提高聊城的知名

度；对建设富裕文明的东昌府区，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书编纂虽刻求准确完善，但因条件所限，错讹失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

批评指正。
n，|·

中共东昌府区区委书记／／缎．7 2
～‘!l

东昌府区区长易J『
1998年3月25日

镧闫湖；q“甥州叫删潮潮盈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以

《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遵照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市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编，横排竖写。首设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殿后I

主体为专业志，共分22编。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三、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式。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

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用记述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

点于材料之中。

四、本志取事以1985年的行政区域为准，上限一般为1840年，对有些需要溯

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止于1985年。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前，加注中国历史纪年；公元纪年、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历史纪年、农历纪年用汉字。 ，

行文中的解放前(后)，系指1947年1月1日聊城县解放前(后)。建国前

(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

标准地名。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者为主，亦收入

个别反面人物，以聊城市(县)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境内有较大影响的客

籍人士，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

。八、本志材料来自省、市、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新编部门志，有关部门及知

情人提供的口碑或文字资料。所用数字，以市(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数字为准，统

计资料缺的，以有关业务部门的数据为准，行文中均不注明出处。

-t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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