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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沧桑话菏泽

杨广德

菏泽，古称曹州，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地方，它位子黄

钶下游，山东省的西南部，鲁、豫、苏、皖四省交界处，史

称“天下之中”，历来以“风俗人民之卑饶，山川文物之灵

异”称誉全国。它西、北依黄河，南临陇海铁路，东近床杭

大运河。新建成的新(乡)石(臼所)铁东从其腹地穿过，

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黄河从它北面滚滚东流，述说着菏泽

大地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今升沉，历代沧桑⋯⋯

菏泽，因古时这里有菏山、菏水和大片沼泽而得名。最

早见于《书·禹贡》“导菏泽，被盂猪”，为济水所汇，菏水

所出，是沟通古济、泗两大水系的天然湖泊。曹州的建置是

从北周开始的，据唐杜估的《通典》州郡志第七载：曾州，

昔唐尧所居，在周为曹国之地，战国时属宋，秦属砀郡，汉

为梁国，景帝分梁国为济朗郡，宣帝更名定陶，后为济阴

郡。后汉因之·晋为济阳郡，后魏置沛郡及西衮州，北埔武

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改西衮州为曹州(因古曹国而得

名)，治左城(今定陶境内)。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

改为济阴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改为鲁州s天宝

元年(公元742年)又改为济阴鄙；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再次改为曹州。宋朝崇宁元年(公元1 102年)曹州升为兴仁



府，六年后又升为都督府。金朝初年(公元I 129年)再次改

为曹卅。明朝洪武元年L公元I 368年)，因遭水灾，曹州迁‘

至安陵集(今菏泽市安陵集)，第二年，又因水灾再次迁至

盘石镇(今曹县县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撤曹州改

为曹县，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复设曹州(今菏泽城)。

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曹州升州为府，始设菏泽

县。明大部隶山东布政使司，清大部隶山东省。直到中华民

国，才撤销曹州府，保留菏泽县。民国时期，先属山东省济

宁道，后设曹濮道、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菏泽城)。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均属冀鲁豫行署。1949年8月平

原省建立，隶平原省。1952年i1月平原省撤销，改属山东

省。

菏泽地区现辖菏泽、梁山、郓城、鄄城、巨野、东明、

定陶、成武、曹县、单县等～市九县，行署驻菏泽市。南北

长180公里，东西宽140公里，1987年总面积为13076平方公

里，其中可耕地I 367．1397亩；包括297个乡镇，8140个行政

村，总人口为753．0215"人，其中农业人口699万人。地属黄

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南平原，土地肥沃坦荡，碧野千里，一望

无际。境内有山岭44座，大小山头108个，均属泰沂山切断

余脉；除巨野县内有金、独二山外，其余皆在梁山县境内。

黄河流经东明、菏泽、鄄城、郓城、梁山五个县市，便利弓f

黄灌溉。另有洙赵新河，万福河、东鱼河、太行堤河、梁济

运河、黄河故道六大排水系统，多为东西流向，均属淮河水

系。由古代梁山水泊演变而成的东平沏，南起梁山县安山镇

接运河，北至清河门与黄河相通。全区属于温带季风型大俦f}

性气候，光热充足，无霜期长，是一个以种植为主的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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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交通也比较发达，现已形成了以公路为骨干，铁路、水

路相配合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这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水

泊梁山风景和甲天下的牡丹奇观，而且是著名的戏曲之乡和

武术之乡，令中外游人心向神往。

菏泽地区历史悠久。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地处黄河

之滨的菏泽亦是祖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据史书记载，

早在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

息，从事渔猎种牧，创造着人类文明。至今，菏泽大地仍保

留下来许多从原始社会至秦汉时期的古代遗址，比较重要的

有菏泽市的安丘蝈堆．曹县的安陵蝈堆、郓城县的肖蝈堆、

成武县的晏蝈堆、梁山县的青蛔堆、鄄城县的历山蝈堆，以

及尧王寺、尧王墓、舜城集、汤王墓、刘邦受命坛等。

菏泽地区物产丰富。由于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

利资源较为丰富，适于种植多种作物，向以农业为主，历来

盛产小麦、大豆、高粱、谷子、玉米、地瓜、花生、棉花

等。目前，菏泽已成为全省粮，棉、油、西瓜的重点种植

区，已有七个县市被国家定为商品粮基地，五个县被定为优

质小麦生产基地，三个县被定为优质棉生产基地．曹州土特

产牡丹、耿饼、山楂、木瓜等，素以品质优良，历史悠久而

著名。鲁西南大黄牛、青山羊、青花胎羊皮、小尾寒羊皮，

品种质地优良，弥声遐尔。现已探明，菏泽地区的地下宝藏

颇为丰富，菏泽市和东明县境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量可

观。单县、成武，巨野、郓城、梁山等县内都蕴藏着丰富的

优质煤炭资源。

菏泽地区古代文化颇为发达，令历代文人学者向往。孔

子周游列国，曾到此游历。大诗人曹檀封为陈王，曾在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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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旧碱村的陈王台读访作诗。李白、杜甫、高适兰人同游单

父(今单县)的琴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蒲松龄游

历到此，称赞“曹州牡丹甲齐鲁”，写了歌颂曹州花仙的名

篇《葛巾》，成为人们喜闻乐道的趣事。范蠡、范仲淹、文天

祥、郑板桥等，也在这里留下足迹和涛文。历史上，菏泽大

地曾哺育出像吴起、孙膑、汜胜之、温子异、李勋，刘晏、

黄巢、王禹簿、晁补之、宋江等军事、经济、文学各方面的

名人大家。

菏泽地区地处“天下之中7，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齐魏桂陵

之战，均发生在这里。刘邦在定陶汜水登极做皇帝，开刨了

建立汉朝、统一中国的大业。曹操以鄄城为中心根据地统一

中国北部，争雄天下。就连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对这里也有

充分的认识，过黄河之后，首先把魔爪伸到菏泽，百般侵

占。罗荣桓、杨勇、杨得志等同志长期战斗在菏泽地区，带

领广大军民抗击日伪，先后进行了樊坝战斗，梁山歼灭战、

红三村保卫战等数次重大战斗，建立了鲁西南抗日民主根据

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首府一直设在

菏泽。国民党反动派更是不惜兵力，多次大规模地进犯鲁西

南地区。刘伯承、邓小平问志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鲁西阿

党政军民～起自卫反击，进行了大杨湖歼灭战、龙逢保卫

战、鄄南围歼战、苴金鱼战役、豫皖边战役等重大战役。10

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动了著名的鲁西南

战役，从而在这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同年8

月，陈毅、粟裕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又在这里进行了著

名的沙土集战役。为了解放和保卫菏泽这块土地，中华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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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许多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

命。这是菏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

菏泽人民，勤劳纯朴，索以吃苦耐劳著称。历史上，菏

泽地区曾多次发生过黄河决口，强烈地震、暴雨、干旱、大

风、蝗虫等大的自然灾害，监经历了多次战争的破坏。但

是，人民总是经过顽强的斗争，重新建起自已的家园。菏泽

人民，同对又是坚强、勇敢、豪爽的人民，向来富有不畏强

暴、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苈史上，这里曾暴发过多次农民

起义，著名的有唐末的黄巢起义、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明

代嘉靖年闯的自莲教起义，正德年问的刘六刘七起义．明末

的徐鸿儒起义。1865年，太平天图赖文光领导的捻军，在曹

州大破清军，杀死了清帅僧格林沁。1897年，发生了震惊中

外的反帝斗争事件“巨野教案”。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菏

泽厉代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这种斗争才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中，菏泽人民继承革命传统，发扬斗争精神，

纷纷参军参战，数以万计的志士仁人，献出了自已宝贵的生

命。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做军鞋、送军粮、抬担架、救

护伤员等，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直到1948年lo月，菏泽

全境获得解放，人民才真正傲了这块土地的主人。

菏泽大地，是光荣的大地。它历尽沧桑，而今J丹貌换新

颜。历史上，这个著名的牡丹之乡，却是长期处于贫穷状

态。解放以后，这个老根据地，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

展缓慢，首到1978年，仍然是全国1 2片低产缺粮的贫困地区

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菏泽地区经济才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①由缺粮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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