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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修智

伯乐之名，古今传扬。伯乐文化。泽被华夏。

成武是伯乐的故里，伯乐是成武的骄傲。

成武地处鲁西南黄河冲积平原，远古时期就

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周初封郜，秦时置县。众多

的文物古迹记载着成武历史的悠久与厚重；历代

文人墨客留下的诗文、碑刻，展示出伯乐文化的博

大精深；世代英才的功德和风范无不彰显着识才

举贤、自我奉献的伯乐精神。

成武县政协编纂的《伯乐文化志》，是一部比

较完整、系统的成武文化志书。本书有三个特点：

一是著述严谨、线索清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为指

导，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了考古发掘的史料，以时

间为顺序、以伯乐精神的发扬光大为主线逐代编

排，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史料翔实，较为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远古至新中国诞生前伯乐故里的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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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风貌。二是图文并茂、视觉常新，所载文物照

片、历史遗址图片等，或是文字内容的直观反映，

或是文字内容的必要补充，观图令人游目骋怀，读

文使人思接千载，图与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三

是借鉴历史、启示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

扬鉴古知今的传统和“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将

历史发展大势的概述与历史名人、历史事件、文物

古迹、诗文歌赋、金石文献和民间传说的描述等结

为一体，注重了对伯乐文化的探究、弘扬和重新认

识，并赋予了时代精神。

“志以道资政”。《伯乐文化志》的出版发行，

是成武县政协文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伯乐

文化建设的一件幸事。在当今文化共享、经济一

体化的时代，此书将有助于伯乐精神的发扬光大，

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代代相传。我相信，所有

研究伯乐文化与成武历史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

时值《伯乐文化志》付梓之际，以此祝贺。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持成武历史

文化原貌，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

性相统一。

二、时间断限，上追远古，下至公元1949年10

月1日。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或事件部分下延，以

保持人物或事件的完整性。

三、本志以公元2008年成武县行政区划版图

为范围。因现行政区划与旧行政区划有变动，对

旧县志中遗缺的重要人物、事件、名胜等进行补

充。

四、本志内容编排以时间先后顺序为纲，以各

朝代风物为目。先人物，再事件，后名胜、文物。

后人对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等所作的诗文、志铭、

碑文等随所记、所咏对象编排；部分名胜古迹随诗

文编排。

五、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以述、记、志、传、图、

录等体裁为表达形式，语言采用规范的现代语体



文；图随文或人物、名胜古迹而设；部分章节设附，

多为民间传说或考辩文章；古诗文、碑文、墓志铭

及部分人物传等多为直录，以保持文字原貌，部分

生僻字标注，便于读者阅读。

六、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主要收录成武

籍人物，兼收对成武贡献大的客籍人物。民国人

物为选录。旧县志中记录的历史人物没有立传的

在诗文注中尽量介绍。

七、本志编辑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书籍，除特

殊情况外，一般不再一一注明。



概 述

成武县地处鲁西南平原，位于菏泽市东南部，

北-9巨野县、西与定陶县接壤，西南与曹县、东南

与单县毗邻，东连济宁市的金乡县。县域地理座

标为东经1 15 044’至1 16。1 1 7，北纬34049 7至35。

10’，总面积988．3平方公里。早在新石器时代就

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西周封郜，秦时置县。现辖

10镇2乡和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共1317个自然

村，总人口63万人。

境内属黄泛冲击平原，地表为沙壤、轻壤、中

壤、重壤四种土壤类型。属温带大陆型季风性气

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4．2℃，年平

均降水量652．1毫米，年际变化较大。河流密布，

有东鱼河、万福河两大水系，流域面积30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16条。

新石器时代，先民在这里渔猎耕种，境内有比

较发达的农业、渔业和手工业。夏代中期，牛马已

用于交通和生产。春秋战国时盛产五谷，属中原

地区商贸中心。经济文化的繁荣历经汉、唐而延



至北宋。金元时，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迁，黄河经

常泛滥成灾，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明初，

随着从山西向境内大量移民、运河的通航和引种

棉花的成功，手工机织业迅速发展，经济复苏。明

末至清代、民国，水患不断，战乱纷起，多灾荒之

年，成武人民在逆境中不畏艰难，创造了成武灿烂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成武民风淳朴敦厚，英才辈出。历代人们崇

文尚武、尊老敬贤、诚信友爱、吃苦耐劳，书写了辉

煌的历史篇章。以伯乐为代表，苟变、祝维岳、庞

籍、马默、苗好谦、韩克忠、郭玺、王济、张录、祝喻、

刘淮、姚体备、周鸣銮、姚舒密、周自齐、宋还吾等

代代英杰，足迹遍布神州各地，建功立业，名垂青

史，使这片厚重的土地更具神采。

为了这方热土的繁荣和发展，历代仁人志士

尽力竭智，鞠躬尽粹。他们的丰功伟绩永彪成武

史册，为历代成武人所敬仰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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