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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 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 ~( 以下简称 《 文化村

镇 ~ )丛书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同意，由山东省地方史志办

公室主持编慕的多卷本资料性文献 。

二 、 《 文化村镇》 丛书的编笨，旨在系统地发掘山东各地古

村镇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资源，为编篡 《 山东省历史地图集》提供

资料;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丰富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营

造社会和谐服务。

三 、 《 文化村镇 》 丛书内容涵盖古代城市、村落、 墓葬、矿

冶遗址，历代名人及其故居 、 祠庙、墓园;古宗教建筑、楼阁、

亭轩、国林、 树木;古代交通、 水利 、 防御设施;全石文物 、 文

化典籍及民间传说等。

四、 《 文化村镇》丛书分济南、青岛、淄博、 枣庄、东营、

撑坊、烟台 、 济宁、泰安、威海、 日照、莱芜、德州、滨州、聊

城、 临沂、 j吁:辛等 17个分册，共收录近2000个村镇资料， 200多万

字 、 2000多幅图片 。

五、 《 文化村镇》丛书稿件由各市史志办公室组织，各

县(市 、 区)史志办公室撰写 。 山东为齐、鲁古国故地，历史

文化内涵广博而丰厚，资料全面挖掘、汇集和准确考证尚非易

事 ， 争议之处，姑且存疑或诸说并存。 水平所限，书中错地、

遗漏和分歧之处实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序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慕的 《 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

丛书与大家见面了 。 这是全省地方史志工作者通力协作、辛勤劳作

的新成果，也是事关我省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一大盛举。

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今天，分布于山东境内的近2C削个

乡镇(街道) 、 4∞∞多个行政村(社区) ，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

文化。 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山东最早的人类一一沂源猿

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山东各地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遗址证明，远古时期的居民聚落已经广泛分布于今山东

境内 。 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境内先民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夏商时

期，夏族各部落方国分布在今鲁南及鲁西南一带，东夷族各部活跃

于鲁中和半岛地区 。 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大诸侯国开创

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齐鲁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民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千年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发达的农业、 手工

业和商品贸易业，留下了厚重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产 。

山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诞生于这片土地上的历代名人大

家灿若群星。 例如:上古先贤伏4豆 、 轩辗黄帝、颇项、安尤、 后

界、 唐尧、虞舜等;思想家孔丘、 孟柯、子忠、庄周、墨霍 、 邹

衍、郑玄、 王码、丘处机等;政治家伊尹、管仲、晏婴、 吕雄、 马

周、房玄龄、 刘晏等;军事家姜尚、孙武、 孙月宾、 吴起、蒙恬、

诸葛亮、 李劫、 戚继光等;文学家左丘明 、 孔融、左忠、 刘艇、 张

继、王禹倦 、 辛弃疾、李清照、 高文秀、张养浩、罗贯中 、 于慎

行、李攀龙、蒲松龄、王士祺、 孔尚任等;科学家鲁班、局鹊、 淳

于意、 7巳胜之、 刘洪、王景、贾思艇、 燕肃、王祯等;艺术家王或

之、 王献之、颜真卿、展子虔、 张择端等;农民起义领袖樊崇、 吕

母、黄巢、 王仙芝、杜伏戚、王薄、 王伦、 宋江、徐鸿儒等。 他们



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

今仍为故里人民的骄傲。

山东世称 "齐鲁之邦

识世代传承。例如:以孔子故里为代表的古圣先贤的故居、 祠庙和

基园;以泰山 、 唠山等名山上下分布的文化建筑等，代代得到修复

和增建。 历代有识之士，碎精竭虑，悉心搜求，使众多文化典籍和

全石文物得到收藏、保护和传承。 例如:秦朝泰山刻石、王良J，t~刻石

在濒于毁灭的情况下，得到历代官员和金石学者的妥善安直;陵县

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碑，早在元代就由神头镇东方朔墓祠前移至县

衙保存;清代乾嘉时期出土的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和流散的汉魏碑

志，由当时的金石学家筹资谋划，在嘉祥、 济宁等地设点保护;遍

布于各地的古塔、 楼闽 、 亭轩、 名园及历代城址、 交通、 水利、防

衔'等建筑设施，凡能称得上一邑之胜的，民间都时常集资加以修茸

或翻建。 各地的名胜古迹和全石遗存，明清以来的府州县志均有详

细记述， 虽经历史岁月的淘洗和天灾人祸的侵害 ， 其中大部得以传

承至今。

《 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丛书共17个分册， 200多万字，收录

了全省近2C削个有影响的历史文化村镇，生动、细致地记载了各自

承载的历史文化，是一部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成果。 乡土之情，人

皆有之，人们不论留居于何处，总是认同 、 热爱和眷恋着自己的故

乡 。 这套大型文献著作的编慕，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发扬乡土

文化，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丰富城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社会

和谐的重要举措。 我们相信，在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的关怀下，我

省地方史志工作者将会为社会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成果。

山东省历史地图集编慕委员会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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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
芜
市

汉代直莱芜县，因治所设在淄水流域的莱芜谷

而得名 。 全市总面积2246.21平方公里。 辖20个乡镇

(街道)， 1070个行政村(社区) 0 2007年末，全市总人

口 125.35万，其中城镇人口 48.53万 。 有少数民族24

个， 4400人。





山东省历史文化村镇·莱芜市

莱芜市概况

莱芜市位于泰山东麓，北邻济南，东邻淄博，西邻泰安。

总面积2246.21平方公里。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莱城居市境中

部，距省会济南 112公里。地形为南缓北陡、向北突出的半圆形

盆地，北、东、南三面山岭环绕，中部为低缓起伏的平原，西

部开阔。海拔最高点994米，最低点 148. 13米。属暖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为695.1毫米。

莱芜市历史悠久。今莱芜境域，春秋时期为牟国及齐国赢

邑、平州邑地。牟国属于鲁国附庸国，故址在今城东辛庄镇赵

家泉村:赢邑故址在今莱城西北羊里镇城子县村:平州邑在莱

芜西部。秦置赢县〈治所位今城子县村) ，属济北郡。西汉置

牟县〈治所位今赵家泉村) ，又于牟县东北境置莱芜县，故址

位今淄川东南2 1. 5公里的淄河镇城子庄，因位处淄水流域莱

芜谷，故名莱芜。赢、牟、莱芜三县同属泰山郡。东汉、三国

魏、晋沿袭未变。北魏时赢县治所东迁，同时撤销莱芜县，其

境域北部划入贝丘县(位今淄川境) ，南部分别划入赢县与牟

县。北齐天保七年 (556年) ，撤销牟县，并入博平县。隋开皇

十六年 (596年) ，复置牟县，大业初年并入赢县，此后再未设

牟县。唐贞观元年 (627年)撤销赢县，并入博平县，此后再未

设赢县。唐长安四年 004年) ，于北魏赢县故城(今南文字

村)复置莱芜县。从此，莱芜县治所始设于今莱芜市境。元和

十五年 (820年) ，将莱芜县并入乾封县，太和元年 (827年)复置

莱芜县，属究州鲁郡。后周太祖元年 (951年〉置莱芜监(监址

在今莱芜城) ，主管采矿与冶炼。县、监不相领属。显德元年

(954年) ，莱芜监改为广利军。北宋至道三年 (997年)复设莱

芜监，管辖3坑 18个冶炼场所。金代，废除莱芜监，大定十二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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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年) ，将莱芜县治南迁至莱芜监旧址，属泰安州，至清代

沿袭未变。 1915年属济南道， 1925年属泰安道。 1941年，抗日民

主政权曾将莱芜与博山、蒙阴、新泰的少部分地区合并划为莱

芜、莱东、莱南三县，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建制。

1983年 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莱芜县，改设省辖县级

莱芜市，由泰安市代管。 1992年 11 月，县级莱芜市升为地级

市，辖莱城、钢城两个区，计30个乡(镇、街道)。至2007年

末，莱芜市共辖2个区、 1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省级经

济开发区和雪野旅游区，共20个乡(镇、街道)。其中，莱城区

辖凤城、高庄、张家洼3个街道，茵山、茶叶口、雪野、大王

庄、牛泉、方下、寨里、羊里、杨庄、口镇10镇与和庄乡:钢

城区辖艾山街道及颜庄、里辛、黄庄、辛庄4镇 。 莱芜高新区

辖鹏泉街道。

莱芜市人文自然遗产丰厚。汶阳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长勺文化再现了殷商时期先民生产、生活风貌。春

秋时期思想家孔子、政治家管仲、鲍叔牙在这里留下众多历史

典故。这里是春秋时期奴隶起义领袖柳下町的故乡。这里留有

春秋战国"龙凤梳"和汉代三株钱范等珍贵文物:有民间奇物

"宝葫芦"和扁豆秧拐杖 1 有著名的战国"齐长城"遗址。这

里曾发生过春秋时期著名的"长勺之战"和现代革命史上震惊

中外的"莱芜战役"留有莱芜战役纪念馆、汪洋台革命遗

址、 云台 山革命遗址等 。 境内雪野湖、齐鲁大峡谷、 房干生态

景区、棋山省级森林公园、华山省级森林公园、莲花山风景区

等是省内外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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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城
区

1992年 11 月，县级莱芜市升为地级市而设立的

县级区 。 因驻地在菜域而得名 。 全区总面积1677 . 3

平方公里。 辖14个乡镇(街道)， 768个行政村(社区)。

2007年底全区总人口 95.8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38.76万人。有少数民族24个， 36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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