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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志》付梓出版，这是全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博山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此，我们感

到由衷的高兴。

博山历史悠久，文化昌盛，自然资源、地下宝藏丰富，经济基础厚实。陶瓷、琉璃两大工业

宋、元即已兴起，誉满中外，故素有“陶城”、“琉璃之乡”之称。

博山人民勤劳、朴实，又有着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唐赛儿起义声震华夏；矿工王堂起义波

及数省；中共博山地方党组织执行中央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九道”共同抗日的事迹名垂史册。

解放以后，博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卓越贡献，尤其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励精图治，奋力开拓，调整工

业结构，稳定巩固农业，发展商品经济，两个文明建设均取得显著成绩。博山，以它崭新的面貌

展现于80年代的今天。
‘

博山自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建县至今256年，历史坎坷，成绩壮观，有事可述，有业可

志，有功可彰，完全应该也能够写出一部巨著，以真实、客观地记载历史的步伐。

古人云：盛世修志。这是经验之谈，也说明一个问题，一部志书能否得以问世，没有安定团

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则是不可能的。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修志工作。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倡议编修地方志，周恩来同

志也曾强调：“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

设的有关资料。我们除编印全国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科学

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

博山修志历史源远流长，自1665年(清康熙四年)孙廷铨著博山第一部志书《颜山杂记》

起，到1935年王荫桂督修《续修博山县志》，迄今又越50余载。博山在300年中，修志6次，记

博山山川河流，人情风俗，自然社会，历史规律，虽有偏颇狭隘之处，剔除陈陋，亦可供参考借

鉴。．

1982年，区委、区政府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把兴办地方志事业作为重要的文化建设来抓的

号召，对编纂博山区志非常重视，建立常设机构，并不断充实力量，组织发动，广征资料，七度春

秋，八易其稿，终于总纂成书。

新编《博山区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

记述建国后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突出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博山经济发生

的重大变化。在体例上有所创新。陶瓷、琉璃、名胜独立成编，具有地方特点；地方志、园林专设

章节，开创体例先河。 ‘

这部志书，卷帙浩繁，资料丰富翔实。农、工、商、政各界人士，作为纵观历史，饱览古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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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 。

二、本志上限1840年，某些编章适当向上追溯，下限1985年，概述、城乡建设、党派群团、

名胜等编中部分内容延至成稿之时。

三、博山自清康熙年间始修志，至民国25年(1936年)计修五次，本志系社会主义新方
志，故此次修志并非续修，亦非断代。本着“贯通历史，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新中国建立

后的40年社会发展概况，对旧志资料采取录、删、缩、综合的方法，严肃认真地进行遴选和剪

裁，为突出地方特色，设陶瓷、琉璃、方言、名胜古迹编。

四、本志结构，为编、章、节、目式，全书立27编141章471节。卷首设“概述”，统领全志，

卷末置附录。

五、本志对历史上的政治运动，不单列编章，散见“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之中。

六、史学通则，不为生者立传。本志立传者，系对社会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士和

革命烈士，对其他有记述必要之人和事，各编章中亦有所见，以达存史目的。

七、本志资料大都录自省、市、区档案馆及本区各部门编写的史志资料，少数摘自有关报

章杂志及未刊之回忆录，必要处注明出处，以资考证。

八、本志采用公元纪年，括号记历史纪年；确需历史纪年的，则将公元纪年置后。

九、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码，其他数字按《山东省新编各级地方志书行

文规定》执行。

? 十、本志计量单位，均以历史习惯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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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博山，古称颜神。因煤、陶、琉璃业兴盛，地扼齐鲁要冲，故称“鲁中重镇”。

建国以后，由于大工业发展迅速，加之近年旅游业兴起，博山引起中外关注，被誉之为“齐

鲁名城”。
’

博山是淄博市的一个区，位鲁中腹部。东南西分别与淄川、沂源、莱芜、章丘接壤，北与淄川

毗邻。‘总面积682平方公里。1985年，全区辖4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9个乡，269个自然村。

有汉、回、蒙、苗等9个民族。计452533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0．2％。

博山历史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人聚居。龙山文化遗迹犹存。

春秋战国时期，博山名弁中。周末得名颜神，宋初已成重镇。金称之为颜神店，元称之为颜

神镇。1734年(清雍正12年)始建县制，取名博山。

博山，多山。鲁山、原山、岳阳山、鹿角山四大山系由东南西三面环绕，大小山头1300多个，

拱簇拥立，层岩叠嶂。地势南高北低，簸箕状。淄、孝二水横穿区境，逶迤北流。

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的博山区，四季分明，温度适中。年均降水量达694．1毫米。适

于自然生物繁衍生长。

博山城是博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为博山区政府驻地，城区人文、自然景观和谐、恢

宏，富有地方特色，1988年对孝妇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后，更呈现一种高层次山城文化气势。

博山人民有着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群英荟萃，人才辈出。可谓钟灵毓秀，地杰人灵。

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巾帼英雄唐赛儿在岳阳寨率众起义，杀贪官，济贫困，震

撼朝廷。1552年矿工王堂率矿工起义，转战莱芜、新泰、兖州等地，屡败官军，给明王朝的封建

统治以重创。

鸦片战争以后，博山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斗争。1919年5月，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博山第一高等小学师生罢课，联合各界干余人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产

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

罗章龙来博山考察矿业工人生活状况，宣传马列主义，播下革命火种。1926年11月，中共博山

小组成立。1927年4月，中共博山支部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博山工人运动迭起，在推倒“三

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1936年，博山的进步知识分

、，+i§!，i§t*gh，女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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