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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方志是记载某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风土、人

情等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它对于研究与了解这一地区的过去与现在，用于展

望或指导其未来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方志具有这种“居今而知

古，鉴往以察来”的作用，所以，我国一向就有“盛世修志’’的传统。

聊城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聊城地区

的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铸造过昔日的山东运河

文化的一度辉煌。明清时期几次编修的《东昌府志》，曾记载了聊城地区大部分县

市当时的情况，但是，东昌府的辖境毕竟与今天的聊城地区有所不同，而且，由于

旧志成书年代久远，载籍或有散失，致使往者未能传，来者莫能续。更因旧志的作

者受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立场、观点多有乖谬，实不堪尽为今天所取用。

自近代以来，聊城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风土、人情等发

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聊城地区的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奋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建设均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使鲁西大地旧貌换新颜。将这些光辉的成

就与天翻地覆的变化载入史册，写成新志，不仅足可以“补史之缺，修史之错，详史

之略，续史之无"，而且还可以鼓舞今人，教育后人，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

颇有意义的工作。

《聊城地区志》的编纂是在地委、行署的领导下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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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聊城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各个层面，都作了实事求

是地研究与分析，广征博采，去伪存真，秉笔直书。举凡建置沿革，区划变更，河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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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物产名胜，民族迁徙，人口变动，经济兴衰，政治得失，人事更迭，社会风情，

文武人才，英模事迹等等，无不尽收入志，蔚成大观。

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诸多方面的支持与协助。编纂人员更是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他们无不恪尽职守，勤勉其事，殚精竭虑，苦心推敲，日夜笔耕，数易

其稿。经十余载的奋勉拼搏，通力协作，《聊城地区志》终于竣稿付梓，这是全区人

民的一件大喜事。

新编《聊城地区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采旧志之精华，弃旧志之糟粕，增旧

志之所无，删旧志之所谬。它古今兼叙，厚今薄古，略古详今，古为今用，力求展现

历史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现实与未来服务。其体例完备，特点突出，行文规范，

文句畅通，是一部思想性与实用性兼备的志书，也是全区有史以来第一部最为新

颖而完备的百科全书。可以预见，在今天和未来聊城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建设中，它所包蕴的“资政、教育、存史”的功能，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

是，这部志书的疏漏舛错之处在所难免，我谨以编委会主任的名义，恳请智士贤达

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志成，各位编委成员嘱我写序。我盛情难却，写了以上文字，权作序言。

聊城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张敬涛

一九九七年六月

]侧√—I{l；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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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聊城地区的

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原则定于1840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下限一律断至1996

年。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

三、本志以1996年底的行政区域为记事范围，除建置沿革外，原属本区而已

划出的区域，一般不予记载。 “＼

四、本志编排顺序为首置概述、大事记，中为专业志，末设人物、附录。首、末不

列为编序，不设章、节。专业志部分共有19编、101章、390节。

五、本志叙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式，志为主体。概述采用有叙有

议、叙议结合的文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方

法，其余均采用记述文体。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加注历史纪年。行文中建国前(后)，系指1949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七、人物设传、传略、简介3部分。坚持生不立传和以本籍人物、现代人物及正

面人物为主的原则，选录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者；对当地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

物及反面人物也适当辑入。

八、各时期政区及机构等名称，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时用

简称。

九、本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编、专章集中记述，而散

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之中。

十、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其出处不一一注明。有关数据，原则上以地区统计局

提供的为准，统计局未作统计者，以有关部门提供的为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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