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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编纂了《菏泽市志》，这是好事，是国家应该提倡而已经提倡的大事

好事。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菏泽市人，我尤感高兴鼓舞。

中国有地方志，是很古老的。先秦的《禹贡》、《周礼·职方氏》，两汉魏晋

的《越绝书》、《华阳国志》等都可视为古地志的滥殇。

汉唐间的地志书，在先多称为“记"，如东汉卢植有《冀州风土记》，西晋

潘岳有《并州记》，陆机有《洛阳记》。稍后又多称“图经’’。图是地图，经是文

字说明。图经又称图志，现在保存下来的唐宪宗时李吉甫编修的《元和郡县图

志》，是最早的图志了。可惜图已遗失，现在只有志而无图了。

，宋以后，社会经济发展、人文茂盛，编纂地方志的风气大盛起来。据张国

淦先生《中国古方志考》所考，元以前编修的地方志不下二千四百多种，可惜

绝大部分已经遗失，存世无几了。

明清时期，编纂地方志的风气更盛。皇帝常常诏令地方编修地方志，由地

方政府负责编修。清朝皇帝还规定地方志几十年必须一修。统治者已意识到地

方志对大一统的效用。据统计，明清两朝编修的地方志不下8000多部，其中十

之七、八是清代所修。

地志的内容，是逐步丰富逐步完善的。最初的地志，只有方域、山川、风

俗、物产，以后逐步扩大，举凡地方的疆域沿革、山川I形势、物产、选举、职

官、户口、田土、税赋，教育、宗教、。寺庙、古迹、乡贤人物、著述、艺文诗

词、风土人情等等，无不包括。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优良传统。历代不少名家都重视地方志的编写，并参

与其事。因此，历代地方志不少是在名家指导、参与或直接执笔编写下成书的。

清初三大思想家都编过地方志。黄宗羲编过《四明山志》，王夫之编过《莲峰

志》，顾炎武编过《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些名家，学识渊博、史

识高明、方法细密。在他们参与下编纂出来的地方志自然是内容完备、门类得

体、鉴裁精当的。

地方志是史、地结合的文献宝库。中国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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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想对地区的历史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地

方志是重要的材料。地方志中有很丰富、宝贵为其他书籍中所无的材料。五十

年前顾颉刚先生主编《禹贡》杂志，他和一些学者就曾提倡读地方志，从中搜

集整理历史地理资料。这几十年来，有些学者在作地方志的整理工作。这是很

重要的，这是使用地方志的基础工作。但下力量从地方志中搜集材料研究中国

历史的，仍然人数很少，力量薄弱。面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只有浩叹，尚

谈不到成绩。

编修地方志和修史一样，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对地方志我们要继往开来，继

承这份优良传统，把地方志继续编修下去。

解放后，政府对整理现有地方志和编修新志作了大量工作。各级政府都有

地方史志编纂机构，不少地方编出了新志。这是使人高兴和振奋的。

新修地方志，第一要重视继承。地方志编修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体例、门

类、取材、编纂都有好多经验可以吸收。第二要重视创新。随着社会发展、经

济繁荣、文化提高，不断有新事物出现。要把新事物写下来。门类可以创新，方

法也要创新，更要有新观点。同时还要注意，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由旧到新的

演化过程中，旧事物不断没落和消失。对这些旧事物，要及时把它记录下来。例

如在农业生产中，旧的生产工具如犁、耕牛，旧的生产技术如施肥技术、下种

量等等，旧的生产关系如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正在离开

历史舞台，或将要离开历史舞台，或已离开历史舞台，都要详实记录下来。第

三要重视社会调查和口述记录。解放前本地区的地下革命活动，先进人物，日

本占领时期的暴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烈事迹，以及上面所说已经过去

或正在过去的生产关系、生产工具、剥削关系，都要靠社会调查或当事人口述：

这一切都是抢救。再过几十年，想要找人口述想要调查也不可能了。， t

菏泽上次的地方志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修，距今已110年。新修《菏

泽市志》，应上承光绪六年，举凡光绪六年后菏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

等方面都应修在新志里，传之后世。

新志继承了以前地志的传统格式，共分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农

业、工业、商业、财税金融、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牡丹、党派群团、政权政

协、公安司法、教育、文化、科技、军事、风俗、方言、人物、附录等二十多

编。在编纂过程中，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付出了大量劳动。他们重视调查，

重视档案。他们派人深入农村、街道，采访历史事件当事人，记录口述材料，调

查古迹，寻觅残碑，记录民间传说、故事。他们采访了200多人次，积累了宝

贵的资料。他们查阅各种档案，摘录材料数十万字。他们还创办了不定期刊物

《菏泽市史志资料》，收集各方面材料。他们工作很细致。

中华民族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世界上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很多，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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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来一条历史文化主线绵延下来从未中断过的，却要数中国了。地志记载，从

《禹贡》、《周礼·职方氏》算起已有两千多年，它本身就是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

一面。我们要发扬这优良文化传统，使之绵延不断传下去。

何兹全
一九九O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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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志》经过八年辛勤笔耕，现已问世。这是菏泽市人民政治、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菏泽是块古老的地方．远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有人类在这里定居，休养

生息，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了古代的灿烂文化。早在公元488年

即在今市城置乘氏县，至今已历1500余年。志书编纂源远流长。可惜由于多种

原因，所编志书已散失殆尽，只剩下清光绪六年编纂的一部县志及一部乡土志。

新中国建立后，曾于1963年着手编写新县志，但没有成书，仅收集了部分资料．

因妻，这部市志的出版．更具有它的重要意义。

菏泽是中外闻名的牡丹之乡、黄巢故里，民风淳朴，物华天塞．人杰地灵。

历代学者名流辈出。英烈if]的鲜血洒满了菏泽大地。谱写了一曲曲动天地而潼

鬼神的篇章。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可以重温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规划

未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造福千秋万代的大好事。

编纂市志的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贯彻“存真

求实一的精神，详今略古，系统地记载菏泽市自1840年至198,5年的经济、政

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编修市志，是一项浩繁的艰巨工作，由于全体编志人员的辛勤努力及各方

面的大力支持与热心帮助，在省、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方始顺利完

成。在《菏泽市志》出版之际，我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

《：菏泽市志》编纂工作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共菏泽市市委书记胡公厘

菏泽市市长郭仲生
一九九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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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菏泽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为准绳，贯彻“存真求实"的精神，详今略

古，系统地记述菏泽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将概述、大事记列为卷首，提纲挈领地综述本市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的轮廓及其内在联系，以此总摄全书。下分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农

业、工业、商业、财税金融、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牡丹、党派群团、政权政

协、公安司法、军事、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卫生体育、民政侨务外事、劳

动、人口、宗教风俗、方言俗语、人物23编。附录为本志卷尾。

三、本志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为贯通历史，综述始末，部

分内容追本溯源不受此限。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卓著，《大事记》下限延至

1990年。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按编、章、

节多层次、纵横结合的框架编纂。节下有目，凡容量大者，冠以一、二、三、四

等数字序列。

五、本志的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记事本

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历史纪年，建国前均用公历加括号注明朝代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

纪年。

七、数字用法，按198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建国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字，除注明为“1980年不变价"外，其余均

为当年价。

九、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居住

本地并对本地有突出贡献与影响者，亦予以立传。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

迹，则坚持以事系人，在各编分述。对革命烈士除列专章记述外，并以所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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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为单位编以“英名录"。

十、菏泽市为地区所在地，有些部门的工作由地直系统代管。所以某些地

直单位的情况、数据也一并收录在本志之内。

十一、全志资料大部录自省、地、市档案馆及本市各部门编写的史料，选

用时不再注明出处，如有争议，多说并存；一小部分摘自有关书籍、报刊、杂

志或回忆录，一般用脚注说明，以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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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华北平原东南边沿。地处东径115。11 7——115。

487，北纬35。037——35。287。南北长48公里，东西长55．5公里，总面积1400

平方公里。西部地势稍高，东部稍低，高差11．5米，平均坡降为1／8000。

菏泽市的历史古老而久远，据安邱固堆出主文物证明，远在龙山文化时期，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且是尧舜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郑康成的

《诗·曹风集说》中就有“昔尧尝游成阳，舜渔雷泽，民俗始化"的记载。秦汉

以来，先后于本境置吕都、冤句、成阳、离狐、葭密、句阳、济阴、乘氏、南

华、宛亭、雷泽、曹州、安陵、临泽、郓巨等(州)县，并且自明朝正统年间

以来一直是州、府、专署驻地，是菏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鲁西

南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生擒庞涓的“桂陵之战"，捻军斩僧格林沁的

。曹州之役"，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杨湖战役"、“沙土战役"，都发生在这里。

市境皆为大平原，旷野坦荡，百里丰疆，盛产小麦、棉花、玉米、大豆、花

生等多种农产品；耿饼、木瓜、山楂是菏泽特产，名震遐迩；牡丹更是蜚声中

外，每至花期，‘游人如织，不少外国朋友亦慕名而至；市境西北部地层含有丰

富的石油，蕴藏量达2亿吨，天然气储量约120亿立方米。

境内新老河道纵横交错，灌溉和排水都较方便。黄河流经西北部边境，境

内长14．82公里。除黄河外，还有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道25条，总

长431．2公里。菏泽市有地下水7500万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4．03亿立方米，

人均占有水资源429．4立方米，比全省人均350立方米多79．4立方米。

全境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热量丰富，温差较大，累年平均气温为

13．6℃，日照时数年平均为2579小时，年降雨量平均680．8毫米，无霜期年平

均达212天。这些都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菏泽的文化比较发达，人才济济。晋代的政治家卞壶、北魏的文学家温子

异、唐代的军事家徐懋功、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和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郭子兴

等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地位；明朝有尚书何应瑞、郭允厚，清朝有镇压太平

军起家的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和赴台湾平“乱"的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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