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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高唐县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见诸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明代天顺年间即有《高唐州志》问世，至今已修志十多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高

唐县的历史情况。本次修志自1982年始，修志人员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有关部门

慷慨支援、鼎力相助，历时10载，四易其稿，新编《高唐县志》终于问世了。这是值

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本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用，全面正确地反映高唐县的历史和现状。以达借鉴古人、

垂戒后世、扬长避短、惠及子孙的目的。

《高唐县志》从古代到当今，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纵贯历史，横揽全

局，集全县各项资料于一册。是“教化”的乡土教材，是“存史’’的宝贵资料，是“资

政’’的参谋智囊。一部县志在手，高唐全局在胸。可提供制定政策、措施的客观依

据，避免仅凭长官意志脱离实际给人民造成损失；避免出现举棋不定贻误时机或

前车未鉴重蹈覆辙的错误。可提供反映高唐先人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勤劳善良的

传统事例，淳化乡俗民风，发扬优秀传统。高唐县祖辈的千秋功罪和我们当代人的

是非得失，均记录在志，以期为我高唐人民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有所裨益。

《高唐县志》这一浩繁工程的竣工，除归功于数年如一、艰苦辛劳的修志人员

外，还凝聚着省、地史志部门的关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克夫、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守常、山东省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刘栋良等学者的精

心指导和兄弟县、市的无私相助。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高唐县委、县人民政府向所

有关心本志和为其作出贡献的学者、领导及同志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此志书虽力求准确全面，但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高唐县委书记易夕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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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国编国史，县修县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新编《高唐县志》的出版问

世，是高唐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其不仅服务当今，且惠及后世，对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是深广久远的。

自明初以来，高唐已先后编修州县志11种(部)，是山东省编修州县志较早较

多的县份。这部新修《高唐县志》，是高唐修志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鸿篇巨著，它严

格遵循“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三性’’(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原

则，运用丰富而翔实的历史资料，如实地记述了高唐县的过去和现在，反映了高唐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前进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堪称一县之百

科全栽。更为可贵的是，对有些史料进行了追根求源地深入研究，以新的考古发现

和新的研究成果，解决了高唐历史上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填补了高唐史上的某

些空白。在1991年举行的《高唐县志稿》评审会上，获得省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

价。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修《高唐县志》乃高唐一地之信

史，不仅有着极高的存史价值，而且能够发挥重要的资政作用，可以使各级领导一

书在手，全局在胸，全面准确地掌握县情，从而在制定规划、进行决策时扬长避短，

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曾主修过清道光《高唐州志》的高唐知

州徐宗干说过：“知州知此州，知县知此县，不读志何以知?不修志何以知?"精辟地

道出了史志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作用。这部县志还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乡土教材，可以使他们在今昔对比中认识到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坚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

县志的编纂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县志编纂人员在县委、县政

府领导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下，广征博采，存真求实，精编细制，总纂成

书，完成了如此浩繁的社会文化工程，为高唐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因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志书中定有不少纰漏舛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容后修
；T
N。

高唐县人民政府 县长徽炭
一九九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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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今年，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我们高唐解放50周年，而我们

的新修县志适在今年发稿出版，是很值得纪念的，就我们此时的心情来说，更是感

慨系之的。

首先是深深感到我们的胜利和解放得来不易，是多少志士仁人坚持奋斗、百

折不挠、费力劳心、流血牺牲，才争取得来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例如三清观高小

校长杨厚基老师，我跟他学过画，他是我县早期的共产党员，抗战一开始就参加部

队，1939年春在和日寇战斗中牺牲了。我在文庙小学的同班同学彭金良、鞠学舜，

就都是牺牲在战场上的。1938年春节前的南镇惨案，被日寇残杀的达100多人。

1943年2月刘化溥(即刘胡子，城东北双庙人)在堂邑和日寇作战时阵亡，所部死

伤达300多人。我村(尹集镇后刘庄)即死3人，1人重伤，当时东北乡几乎村村有

哭声。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八路军围攻城西伪五区团长汉奸郭进城的据点郭庄，

打了80多天，牺牲500多人。1949年暑假我回家乡，从东关到东街，看见好多人家

的大门有“光荣烈属’’的牌子，这些烈士主要是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除去在战场

上牺牲的以外，潜入敌人内部作地下工作被杀害的也不少。在那使人难忘的战争

年代，仅在我们高唐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些幸存的，几十年过

去了，衰老病死，现尚在世的也已不多了。想到这些，再看今日高唐各方面的繁荣

发展，深感这些成果的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得以把这些成果写入县志，首先要感谢

他们，感谢他们为我们的胜利和解放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其次我们还要想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我

县和全国一样，也有过曲折，但总的说来，成就是巨大的，而这巨大的成就同样是

来之不易的，是几十年来几代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历届干部和广大群众群策群

力共同奋斗的结果，他们竭尽智慧、劳力，流汗、流血，有的甚至献出生命。我虽然

长年工作在北京，但和家乡不断联系，我自己也常常回故乡，亲自感受到各方面的

巨大变化。旧社会压在人民头上的剥削制度以及从这基础上产生的土豪劣绅恶势

力早已连根铲除了，生产建设的发展更有日新月异之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

了普遍的改善和明显的提高。

了弓¨，．．i●lIi飞．。。～；。．i_



4 序

这方面的事例到处皆是，更是举不胜举，只能就印象特深的说一点。

高唐地处平原，全县人民大多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所以农田水利建设是极

为重要的项目。在解放前，只有一个唐公沟供排水之用，而疏浚不够，收效有限。我

记得1937年秋天，大水南来(据说是徒骇河决堤，徒骇河上接运河，而运河又南接

黄河，从那年水势之大来说，恐怕是黄河水北灌所致)，顺大官道(驿路)的道沟直

冲高唐，靠唐公沟下泄就远远不够了，水沿通禹城的汽车路南侧向东北流去，大约

在武花园附近冲至路北，从尹集以南又向东流去，我曾亲见大水漫地，把眼看要收

割的秋庄稼都泡了。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芦沟桥发动了侵华战争，正向山东逼

来。真是祸不单行，老百姓叫苦连天。解放以后，高唐的水利建设可以说取得了多

方面的成绩。唐公沟下游建成董姑桥大闸，遇涝排水，遇旱蓄水，使高唐北境各村

镇大大增强了抗拒水旱灾害的能力。全县普遍打井开采地下水，现在有好多人家

在自己的院子里打有机井汲水，再也不到远在一二百米以外的井台上去打水吃

了。最为重要的则是鲁西北大规模引黄河水灌溉系统工程的建设，高唐自然也在

其内。说到这些水利建设，人们不能忘记刚在去年病故的李佩明同志，他在战争年

代腿部负伤致残，转业来到高唐以后，被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瘸子县长"，他是我县

水利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了打井，为了引黄工程，他拖着一条伤腿，废寝忘

食地在全县奔波。现在，引黄灌溉的干支渠网络早已建成，保证了农田旱涝得收，

再加上改良品种，改善耕作技术，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就以麦子来说，因为有

了引黄浇地的保证，年年丰收，亩产千斤，遂使家家户户能够天天吃馍馍，用我小

时候的话来说，就是“天天过年’’。我还记得，那时只是有些地主富商有钱人家成天

吃馍馍。如今，可以说一般人家都已过上“天天过年"的日子了，这在当年是作梦也

想不到的事。而若再把抗日战争前全县人口20万，如今已达45万的情况考虑进

去，能够“天天过年”就更加了不起了。

工业的发展比农业更快，我对工业所知甚少，只知道我县工业年产值已开始

超过农业年产值，这是走向工业化的极为可喜的信息。

城关镇的建设已具有小都会的规模，新式楼房、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书店、电

灯、广播电视、电影院等等，都是解放前所没有的。不过在我印象中感觉更为深刻

的是广大乡村新房日益增多，特别是近十来年，增加的更多，而且质量大为提高，

。一般都是北房五间，砖石墙，挂瓦顶，水泥地，玻璃窗，高大敞亮，远非土墙草顶的

‘旧屋所能比拟的了。现在的旧房已所余无多，有的已陷于新房的包围之中。我村有

位年近八十的老哥，他的那三间老北房，在我们儿童时期就已经是旧房了，而他一

直修修补补地住着，并不拆了重盖新房。我曾戏谓该房应列为本村的“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留给后代好作新旧住房的对比。

如今，公路已四通八达，慢吞吞的老牛破车不见了，硬车轱轳轧出来的车道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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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消失了，自行车早已不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摩托(所谓“电驴子")、拖拉
’

机、大卡车、小轿车等各种机动车辆越来越多了。

乡村已普遍接通输电线路，家家“点势上了电灯，各种家用电器如电扇、电视机

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最有意义的是教育的普及。我小时候只城关和几处重要乡镇有小学，其他村

庄偶有私塾馆，地主富农的十来个孩子在其中念“赵钱孙李’’。1933年我村即因老

师中风连私塾馆也停办了。城里有一所县立中学，从初一到初三一个年级中有一

班学生，即使这样最小规模的初中，临近的几个县也还没有。那时全县青少年(以

及中老年人)绝大多数是文盲。即使上学的，大多数也只是认得一些字就不上了，

继续上下去的更是绝对少数。有的能到济南第一师范或聊城第三师范上学，回来

就是我县教育界的骨干，是我县最高层的知识分子。至于上大学的，只有屈指可数

的几个人，而且回本县工作的极少。现在，各村庄有小学，各乡镇有中学，学龄儿童

不分男女都已有学可上，已基本上消灭了文盲。还有几所高中，近几年高中毕业考

入大专院校的越来越多，每年已达二三百名，农家子弟上大学已经不是希罕事了，

有的继续读研究生，还有的到国外读博士和博士后去了。全县人民文化素质的普

遍提高，其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估量的。例如我村支书多年来是文盲，这是有其历史

的必然性的；现在，支部一班人都已是有文化的了，这对带领群众奔小康是有重要

意义的。

以上只是就见闻所及谈的一点想法，不是对高唐建设成就的概述，我个人也

无力作此概述，详细的具体情况，请看我们这次修的县志。

我们这次修的县志，可以说是我们高唐的第一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记载人民

业绩的县志。从旧志的记载来看，我县有志始于明朝，历清朝至民国，凡修志十次，

那都是在旧中国修的，都是在地主阶级封建思想指导下修的。解放后，1959年曾修

过一次，但那是在。大跃进"年代的产物，仅一册三编，内容简略欠翔实，不具备志

体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次修成的县志是我们高唐第一部人民的县志。

这次修志，在省地史志办公室指导之下，在县委和政府领导之下，全县各部门

大力合作，提供各方面素材，由县志办同志十年的积极努力，一再修订，终于修成

这样一部内容空前丰富、长达百多万字的高唐县志。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县

志办公室的同志们工作得非常投入，他们理解这是我县一项历史性的重要事业，

他们千方百计搜集资料，仔细排比核对，务求详尽准确，保证了这部志书的高质

量。他们功不可没。
’

作为这次修志的顾问，应该写一篇序。这篇序本来是请姜克夫同志写的。姜老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副主任，熟悉中国现代史；他是我的长

辈，早年参加革命，亲自参加过鲁西北的抗日斗争，对家乡事知道得多，对于这次。

碑
，



序

修志提出过很有意义的意见，所以这篇序由他写合适。不幸他于1993年忽然逝

世，只好由我来写。但我忝为顾问之一，对这次修志实际上未能作出什么贡献，现

在乐观其成，只能这样地写点感想。

从抗日战争前的那次修志，到现在已整60年了。60年来，和全国一样，我们高

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这些来之不易的变化和成就写

入县志，使人高兴，值得庆贺。并且预祝而且相信，我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到几十年后

再修县志时，将以更加辉煌的内容留给后人。 ，

。

张守常

1995年5月写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年75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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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高唐县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方式。事以类归，以事系人，横排

门类，竖写史实。全志除志首《概述》志末《附录》外，共有《大事记》、《建置与区域》、

《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居民》、《人物》等9编59章226节

组成。

三、本志以县属4镇11乡即1961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调整界定的高唐县全

境为记述范围。时间断限，除《大事记》、《建置与区域》、《自然环境》、《人物》与《古

迹》等编章部分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外，一律上限为1840年，下限为1987年。

四、本志资料来自国家、省、地、县有关部门存藏的档案、旧志、书刊及县内各

部门志和史志办公室人员查访的口碑资料，经核实鉴别后录用。数据资料主要由

县统计局提供，少数数据是经编纂人员到有关部门查补获得。为节省篇幅，所用资

料概不注明出处。

五、本志叙事采用现代语体文。《方言》中的语音标记，不用国际音标，采用广

大读者能接受的汉语拼音字母。尽量少用专业术语及缩写符号。摘录的文言资料

不做解释和改写。收录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及署名文章，尊重本人意见，一般不做修

改。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必要时括注帝王纪年。凡公元纪年(包括月、日)表数

用阿拉伯数字，帝王纪年(包括农历月、日)表数用汉字(小写)。例如：1840年(清道

光二十年)。

七、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立传人物系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者。以本籍人物为主，’

以近现代人物为主。用表格形式收录革命烈士简介。人物排列皆以卒年为序。未

书明民族与性别者为汉族、男性。

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记于《大事记》中，并体现于有关章节

中，不立专章专节记述。

九、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记叙方法，以编年体为

·。 了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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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十、本志所用各种称谓重复出现时，可用简称。例如：中国共产党可简称“中

共"。人民代表大会可简称“人代会"，中共党员代表大会可简称“党代会"。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可简化为“建国前(后)”。高唐县城解放前(后)，系指1945

年9月前(后)，可简化为“解放前(后)"。“30年代”或“40年代”，凡不标世纪者，皆

为二十世纪。

十一、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尽量采用国际通用

的计量单位。其在本地区尚未流通使用的，仍延用原计量单位。

十二、为尝试现代表述手段，志中置有彩色照片，为《概述》的形象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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