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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东明大型历史文化丛书《黄河的记忆》面世之后，《东明县村庄志》又出版

了。这是今年县政协主持编写的一部大型史志类丛书。全书十三册、三百余万

言。它详细记述了县内全部村庄、社区的历史，是我县讫今涉猎范围最广、追溯

层次最深的一部志县。这一浩大系统工程的告竣，是我县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

盛事，可喜可贺o

《东明县村庄志》的出版意义重大。首先，它开创了我县村庄志的先河，是史

志工作的一大创举。明朝以来，我县曾修志十余次，但从无为村庄修志的先例。

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富裕起来的农民回首往事，记述渐被淡

忘的历史，以期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其意义是深远的，作

用是巨大的。其次，它体现了“以民为本”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

志书中记述的各个村庄的渊源、居民的来历、历史名人、革命烈士、建设功臣，风

情民俗、古迹文化以及发生在本村的重大事件，其主题是老百姓，内容鲜活具体，

叙述生动感人，乡土气息洋溢字里行间，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是时代精神的结晶。

其三，它抢救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使一些濒临消失的传统优秀文化产品获

得了新生。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是必然的。但是在外来文

化的强大冲击下，本地具有民族风格、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迅速消失之

中，挽救它们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本志对此进行了收集整理，其意义是重

大的。

《东明县村庄志》的出版发行，将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发挥积极作用。它是东

明农村的百科全书，将成为县直与乡村、乡镇与乡镇、村庄与村庄沟通情况、增进

了解的桥梁；它亲切诱人的内容，将引起天南地北东明人的极大兴趣，成为外出

联系工作，增进乡梓情感的纽带；详实的村庄资料，将成为各级领导了解基层、科

学决策的可靠依据；生动感人的革命史料，将成为教育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的

生动教材。它的问世，还将成为研究齐鲁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不可多得的

珍贵资料，其价值和作用远远超出志书本身。
·l。



《东明县村庄志》的出版，是全县共同努力的结果。两年多来，县、乡、村编纂

工作者在县直有关部门的配合下，顶严寒，冒酷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实属来之

不易。借此机会，我们代表县委、县政府深表谢意。希望社会各界认真阅读本

志，借鉴历史的经验，把农村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希望大家增强史志意识，注意

收集、保存文史文物资料，使今后的史志内容更加绚丽多姿、丰富多彩。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是客观公正的，每个人的丰功

伟绩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是为序。

中共东明县委书记刘鲁

东明县政府县长王卫东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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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村庄志》即将付梓了。这是我县记述村庄历史的创世之作，是东明

大型历史文化丛书《黄河的记忆》的姊妹篇。巨著面世，值得庆贺。借此机会，回

顾编纂历程，粗陈体会心得，以期为后人提供借鉴，把村庄文化史志的续修工作

进行下去，使之更好地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村庄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具有比城镇更悠久的历史，它镌刻着村民祖祖辈

辈奋斗、辉煌、幸福和苦难；村庄是农业发展和宗法制度的产物，蕴藏着厚重的文

化积淀，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千百年来无人重视村

庄史志文化工作，形成了历史的盲区。东明濒临黄河，黄河无数次的泛滥溃决，

村庄百姓性命难保，县志尚难保全，修村史更无从谈起，因而东明村庄历史文化

的盲区更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历史缺憾。如今，人民当家作主，黄河变害为利，

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繁荣，抢救挖掘村庄文化资料、编修村庄史志、消灭或

缩小历史文化盲区的时机成熟。因此，县委、县政府适时决定，由县政协主持村

庄文化的收集整理和村庄史志的编写活动。这是编修《东明县村庄志》的动因。

经过广泛深入的资料征集工作，我们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由于其内容

丰富，涉及面宽，决定编写成东明历史文化丛书《黄河的记忆》和史志类丛书《东

明县村庄志》o《：黄河的记忆》以写全县的历史文化为主，突出其知识性、趣味性、

可读性，用以记载、宣传东明历史文化的全貌o《东明县村庄志》专写详记村庄的

历史文化，突出其资料性、完整性，让读者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各村的历史状

况o《黄河的记忆》采用条目体、记叙文的形式，将系统完整、特色鲜明的内容，分

别组成村庄、民俗、风物、文艺七册四卷；《东明县村庄志》以纪实本末体，横排竖

写，分乡镇组成十三册，以作存史资政之用o《黄河的记忆》以县编委为主编写，

《东明县村庄志》以各乡镇编委为主编写，全县统一体例，统一要求，统一标准，定

稿后由县负责统一出版印刷。两部丛书同源异曲，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各有所

用。

两部丛书的编纂工作具有涉及面广、社会性强、文字量大、出版要求高等特

点，工作难度很大。回顾两年多的工作历程，体会颇多：首先，县、乡、村各级党政
·l，



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是成功的重要保证。这项活动涉及到全县农村方方

面面的历史和现状，为了弄清楚来龙去脉，各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

力，工作的每步进展，都是各级党政积极领导和全力支持的结果。没有这一条，

工作就寸步难行。其次，编纂工作者不辱使命、忘我工作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组织编写这样的稿子难度很大。县、乡、村三千余名编纂参与者多是退下来

的老同志，不少人体弱多病。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荣誉感，有着执

着的追求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态度，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

的工作姿态，保证了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其三，发挥专长，集思广益，努力探

索，精益求精是取得成功的基本方法。在我县同时组写两部大型丛书还是第一

次，无现成的经验教训可借鉴，只能依靠集体的智慧，“摸着石头过河”o工作中，

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探索中前进，在争论中提

高，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到达胜利的彼岸。其四，加强学习，提高自我是取得

成功的重要条件。我们把组稿编写的过程作为自我学习提高的过程，工作中坚

持向老者请教，向同行咨询，向书本学习，向实践探讨，在学习中不断丰富思想，

加深认识，提高驾驭能力，使编纂水平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编纂《东明县村庄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因水

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读者如有发现，请及时报各卷编委备案，以备日后续

修或再版时更正o

·2·

东明县政协主席杨芳相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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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东明，汉初置县，始日东昏，莽改东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全县总面积

1369．8平方公里，现辖7镇6乡和1个经济开发区，共418个行政村，928个自然

村。农村人口77万，分属于汉、回等16个民族。这里是黄河入鲁第一县，大河

半抱，平原无垠，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农业发达，交通便利。

东明的村庄诞生于新石器时代，千百年来，有过繁荣，也有过萧条；呈现过辉

煌，也遭遇过苦难。其诞生之初，境内南有济水，北有濮水，西有黄河，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极宜人类生存和农耕渔猎。夏、商、周时，这里农、牧、渔业已很发达。

春秋战国时，域内已有葵丘、武父、煮枣、襄丘、漆园等诸多城邑。秦、汉时村落遍

布，物阜民丰。不幸，汉成帝建始四年(前35)，洪水暴发，疫病大作，无数百姓流

离失所，死伤逃亡，村庄数量骤减。进入盛唐，天下太平，生产稳定，村落有了较

快增加。但到宋朝末年至明朝初年的二百多年间，战祸连绵，河患不断，疫病频

发，民不聊生，境内所剩村庄不足百个。明朝于洪武至永乐年间，为恢复中原农

业生产，官府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运动，从山西、胶东、江南、河北迁居东明

的移民建村达537个。清朝初年，推行垦荒自食政策，又新建村庄140余个。清

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121改道，在县境内横流20年而不治，村庄数量减少了50

余个。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东明人口激增，新增村庄54个，出现了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兴旺。

族聚而居和人1：3迁徙是中国式村庄的一大特点，东明也同样如此。现在东

明的77万余农村人口，分属于272个姓氏家族。其中李姓人口最多，达8．3万余

人，王姓次之，7．3万余人，人El最少的姓氏仅两、三口人。各姓氏的祖先或祖居

此地，或后迁徙至此，族聚而居，先后建立起张家庄、李家寨，等等。其族人随生

产、生活环境的改变也不断迁徙到其他地方。这种人口的迁徙流动在不同的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东明县村庄志

史时期有不同的原因。民国以前，因逃荒、经商、务工落户外地的东明人很多。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组织了几次大的移民活动。1956

年，东明向黑龙江省汤源、桦川二县移民1507户、7546人，参加新疆建设兵团

1040人；1957年，支援湖北省江汉平原新建农场7500人；1958年，向甘肃省安西

县移民401户、2221人，支援河南省新密矿务局生产建设800人，支援湖北省石

首县屯垦工程6300人，支援河南省工业建设和巩县大炼钢铁22800余人；1959

年和1960年先后支援边疆建设和赴甘南垦荒3100余人。这些有组织的人口流

动，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民大批外流

(当时称作“盲流”)，不少人到新疆、甘肃、宁夏、内蒙、河北等地谋生，有的把生

产技术传播于当地。近几年，大批农民由政府组织或自主到大城市和工业发达

地区务工，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也增加了家庭收入，学习了新

的劳动技术，增长了才干。

农民是村庄的主体。祖祖辈辈，生活在东明村庄的乡亲们，以自己的聪明才

智，为东明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创出了不朽的业绩，书写了一部灿烂的村庄文

化史。

历代东明人有着立家创业、发展经济的艰辛历程。其中，不乏有通过各种手

段成为富豪人家。清末和民国时期，东明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有的经商办企业，

利用获取的利润收购土地，成为名门豪族。他们当中有：清朝光绪年间，小井乡

牛集村牛建章，在曹州、开封、上海经商发财，在牛集及周边置地千顷，挂上了“千

顷牌”，成为东明首富；清末民初，东明集镇刘庄村刘元照，在河南新郑、山东济

宁、青岛、烟台和本县开办烟厂，其财力在县南十分显赫；民国初年，菜园集乡孟

庄村潘守道，在东明高村和鄄城临濮的黄河码头开办粮行，靠航运行销贩运粮

食、商品于花园口、泺lZl之间，一举暴富，置地一千多亩，成为县北首富；民国后

期，长兴集乡前翟庄村翟冠如，在开封创办“如意”烟厂，成为河南省第二大资本

家，抗美援朝时捐资仅次于常香玉，等等。但是，很多农民为此而丧失或部分丧

失了土地，生活陷入困境。尤其是黄河改道后的百年问，农业生产环境恶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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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状况苦不堪言。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实现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通过实施治理黄河、育林

封沙、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科学种田等重大措施，改善了农

业生产条件。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过放淤改土、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改善了生产关系，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彻底甩

掉了“三靠县”帽子，一跃成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平原绿化先进县、水利工作先

进县、科技进步先进县、“中国西瓜之乡”，农业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此同时，二、三产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不仅出现了中国企业500强的东明石化

集团、市优秀企业玉皇化工集团以及山东洪业化工集团、山东明胜纺织等明星企

业，而且各乡、镇、村的二、三产业也如雨后春笋，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呈

现出了工农业并举，多种经济竞进的可喜景象。相应的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前

所未有的提升。

历代东明人在政治、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也有着不凡的表现。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斗争中，东明人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封建社会，出现

过陈平、卞壶、李劫、刘晏、张齐贤、石星、杨绍震等忠臣廉吏，也出现过单雄信、黄

巢、李化鲸、李谦等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他们在推动封建社会的进步中起到一

定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东明人民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抗日战争中，仅在王高

寨、五里铺、王官营、东明集、小井、东五营、里长营、权行许庄、刘楼、新兴集等村

庄的战斗中，抗日军民牺牲3000人。在解放战争中，仅在1947年的3月和5月

份，就有1800余名农村党员、干部、民兵及其家属在与地主还乡团的抗争中失去

了生命。解放后，开展了剿匪、反霸、“土改”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政

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明人率先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理顺了政治、经

济关系，全县农村出现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东明人历来十分关心。在封建时代，东明农村虽然贫困

落后，但村民很重视读书，看重读书人，稍有条件的村民总想让孩子读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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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也多为促进教育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据《东明县志》记载，明弘治十

年(1497)设立了县学、书院，制定了鼓励学子求学上进的办法，农村的私塾教育

兴盛起来，不少农民子弟通过读书，参加乡试、会试，入仕为官者接连不断。李思

孝、王永光、李化龙等艰苦求学的故事流传至今。民国时期，东明兴办了“洋学

堂”，但私塾教育依然延续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建立后，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

村教育工作，改善办学条件，培养师资队伍，提高教育质量，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育，农村儿童求学的积极性更高，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一大批优秀学子从农

村步入高等学府，走向社会，成为国家有用人材。

对医疗卫生事业，东明人同样十分关注。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当地先民就有

了“奉叵沃盥”，梳发去垢，“鼎烹而食，煮水而饮”的卫生习惯，有了用骨针、石器

除病健身的方法。隋唐时，东明人李勤奉命编修了本草《中药学》，称《新修本

草》、《英公本草》。此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由国家主持编修的中药大典。明朝弘治

年间，东明设立医学，官方始有药局，民间出现不少名医。清朝乾隆年间的何允

升，乾隆、嘉庆年间的刘丕显，咸丰、同治年间的穆方苞等，都是名扬乡里为民除

病的良医，他们的嘉行懿德流传至今。民国期间，西医传人东明。至建国前夕，

县内中药铺达314处，中医医生300余人，西医医生诊所33处，医生33人。在旧

社会，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低微，常以偏方、验方治病。也有愚昧无奈者

拜庙求神，求拜“堂口”，请“神巫”治病，因此而丧命者很多。解放后，在政府的

高度关注下，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加强农村医疗机构建设，重视

防病治病工作，培养医疗卫生队伍，提高医疗卫生水平，老百姓的人均寿命、健康

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近年来，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医疗负担，农

民的健康状况大大改善。

东明人民还创造和传承了灿烂的民间文化。东明的民间文化，门类齐全，丰

富多彩，人才济济，更有不少经典流传于世。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庄周

所著的<南华经>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的经典，影响深远。民间文化

更是丰富多彩，仅地方戏曲就有16种之多，其中梆子戏就有5个分枝，20世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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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民间业余戏曲团体达150多个，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大平调”剧种至今在中

原城乡广受欢迎，东明被誉为“中国戏曲之乡”o民间武术也很发达，源远流长，

名人辈出。仅清朝就出武状元1人，武进士15人，武举人64人。他们平时习武

健体，战时为国效力。如今，武校遍及城乡，成绩斐然，东明被国家命名为“中国

武术之乡”o东明的书法、绘画艺术年代久远，盛况空前。传说人类画祖嫘(舜帝

之妹)就生活在这里，东晋大臣卞壶与王羲之同时，他的字迹被刻于《大观帖》o

如今，东明学书习画之风盛行，下至中小学生，上至古稀老人，书画活动十分活

跃，书画水平不断提高，现有东明藉中国书协会员17人，山东省书协会员36人，

最近东明县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o东明的民间文化，具有

很强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这是当地文化与外地文化融合形成的一大特色。六百

年前，从山西、胶东、江南、河北来的大批移民，把当地的民间文化艺术带到了这

里，经过吸收融合，形成了具有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象气势恢弘的

“羊抵头鼓舞”，原是山西的一种鼓舞，山西移民把它带进东明后，融进了具有东

明特色的尖子号、四大扇等吹奏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鼓乐舞，被列入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东明民间文化艺术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表达着

当地人粗犷、豪放和敢憎、敢爱的性格。这些特点，与黄河流域的广大农村既有

共同性，也有其独特之处。

综上所述，东明村庄伴随着历史的脚步走过了曲折漫长的路程，东明人民创

造了一部灿烂的村庄文化史。而今，随着东明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经济一体化

的步伐加快，农村的经济格局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深刻剧烈的变化，今

日的村落，明天就可能聚成城镇，今天村庄的功能，将被先进的城镇功能取代，农

民的生产生活将与城镇居民没有什么两样⋯⋯o我们在本志记述的这些内容也

将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这恐怕也是本志的珍贵之处。我们期待一个文明富裕、

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



编辑说明

一、《东明县村庄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了全县农村的历史与

现状。目的是为县、乡、村各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信息服

务，为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提供教材服务，促进全县两个文明

建设，为今后续修《东明县村庄志》辑存资料。

二、本志坚持重在溯源、详今略古的原则，村庄及姓氏来历上溯至建村及始

迁之时，时间上限不封顶，下限止于2007年7月。文中着重记述了清末以来，尤

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以来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

三、本志辑录全县13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418个行政村、928个自然村，

除城关镇与经济开发区合为一册外，其余乡镇均独立成册。每册前有该乡镇概

况，各行政村独立成篇，所含自然村设子篇目，自然村内设若干细目；大自然村分

成若干行政村的，采取灵活方式组篇，不强求千篇一律。

四、本志采用记事本末体的写法，记事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采用公元纪年，

用朝代纪年的在朝代年号后括注公元纪年。文中数字均用经核实的调查数字，

未经统计部门核对，数字用法原则上按国家出版总署的文件规定执行。

五、本志中的村庄名称由来，以本次调查为主，参考了《东明县地名志》o所

列当代人物，村级设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级的历届任职名单和革命烈

士简历等；脱产人员的收录范围原则上是：行政干部正科级以上，军界团级以上，

知识界副高级职称以上，武术竞技界武英级以上；历史人物政界县级以上。由于

条件限制，收录有可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

六、本志编辑工作由县负责部署指导，分乡镇负责征集编写，县乡共同核对。

文章已经各村主要负责人审定签字，村委会加盖公章，撰稿人署名，最后由县编

委总纂、把关、定稿。

《东明县村庄志》编纂委员会

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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