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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纂 说 明

一、《巨野县图志》是县委、县政府批准编纂的我县第一

部图文并茂的史书。该书通过文字、图片等资料全面反映我

县五千年的历史变迁和现状，真实客观地再现我县从古至今

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及社会生活中的大

事。通过该志的出版，提高巨野的知名度，让海内外朋友进

一步了解巨野。

二、本志以《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为依据，力图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体现巨野的历史与现状，反映出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融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

三、本志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

述，以编年体为主，实事求是，述而不论，扼要记述发生在

我县境内的大事、要事。有一定影响的巨野籍人物在县境外

的重要活动也纳入本志记述范围。事件记述一事一日。以图

系文。图片说明力求简炼、准确。

四、本志的年代断限，上限自远古时期，下限至2 005年

1 2月底，记述的范围以巨野区域为主。

五、本志采用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相结合的方法，鸦片

战争前采用历史纪年，鸦片战争后采用公元纪年。地理名称、

机构、官职等，皆依当时、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为据。

六、本志的文体，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使用的文字、

标点、数字、计量单位，均按国家颁发的统一规范书写。

仃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序 言

中共菏泽市委常委 巨野县委书记王长松

在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之际，我县综合志

书《巨野县图志》即将出版发行。这是全省第一部县级图志，

是向全县人民奉献的一份厚礼，同时也是为海内外朋友了解 ．

巨野、认识巨野开启的一扇图文并茂的窗口。这是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

实践，是“文明巨野建设”的重要文化成果。

巨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巨野因古有大野泽而得名，

是春秋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地。西汉建县，唐武德四年置

麟州，后周置济州。历史上巨野曾数次为国、为郡(州、府、

路)。梁王彭越、战将李典、文学家王禹偶、苏门学士晁补之、

文状元胡励、武状元田在田等载入国史者达30多人。境内有
。

远古时期的蚩尤墓、古昌邑城遗址、春秋时期的齐鲁会盟台、

景色秀丽的金山和秦王避暑洞、芳龄千载的永丰塔、世称“三

绝”的屏盗碑及明代建造的大成殿等30余处名胜古迹和历史

景观，显现出巨野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

巨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豪杰辈出，彪炳千古。

秦末彭越起兵，打起了反秦义旗；明代“白莲教”徐鸿儒起

义震惊朝野，“巨野教案”，影响深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巨野儿女踊跃参战，4万余名民工送运弹药、军粮，3000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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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巨野县图志

多名烈士长眠于此。从1 946年9月到1 947年7月，刘邓大军

跨过黄河，在这里先后发起了巨野战役、巨金鱼战役和鲁西

南战役，消灭了大批国民党顽固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大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开

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方古老而

又神奇的热土焕发出勃勃生机。全县农业初步形成粮棉、畜

牧、林果、瓜菜四大主导产业。棉花产量已达1 00万担以上，

是“总理基金麦棉两熟高产开发试验基地”、全国优质棉生产

基地。畜牧业发展迅速，是著名的鲁西南黄牛生产基地，小

尾寒羊、青山羊生产基地。瓜菜果四季丰盛，肉蛋奶供应充

足，商业服务生意兴隆。

近年来，全县上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实施开放带动和工业兴县战略，加快工业化、城市

化、文明和谐社会建设三大进程。全力打造二十一世纪新兴

能源生态城市，使巨野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明显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先后荣获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平安山东建设先进

县、全省双拥模范县、全省城区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县、全省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县等称号。

盛世修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落实好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掘我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序 言 3

全面展示时代变迁，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县委、县政府

责成县史志办编纂出版《巨野县图志》，用文字、图片、绘画

等资料全面反映我县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客观地再现我县从

古至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演变

过程，特别是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历史跨度近5000年。用图

文并茂的形式记录我县历史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有着深远

的意义。史志办的同志不负众望，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

年的时间内，收集、整理了大量文、图史料，经过反复鉴定、

筛选、加工，最后编辑成书。希望通过该志书的出版，展示

巨野的形象，提高巨野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客商来巨野投

资兴业。该志书的出版发行，将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全面地

了解巨野的过去和现在，更好地把握未来。此志也可作为对

全县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文明巨野”建设

教育的生动教材。

温故而知新，知往而鉴来。巨野的昨天已载入史册。巨

野的明天更加美好。今天， “十一五”规划的宏伟蓝图等待

着我们去描绘。我们深感使命崇高、责任重大。让我们大力

弘扬“团结、诚信、务实、创新”的巨野精神，凝聚力量，鼓

舞斗志，再创巨野新辉煌，谱写历史新篇章。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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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5

序

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赵来群

拥有94万人口，地处北纬35度至35．3度，东经1 1 5．4"7

度至11 6．1 3度的巨野县，属山东省菏泽市管辖。巨野县因

古有大野泽而得名。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即有伏羲氏族在

此处渔猎农耕。是春秋“西狩获麟”之所，还是彭越揭竿

而起、高举反秦义旗之地。西汉时期，始建巨野县，历史

可谓悠久矣。

巨野县盛产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花生，已被国

家指定为总理基金麦棉两熟高产开发试验基地、优质棉生

产基地、粮食生产基地和鲁西黄牛、青山羊和小尾寒羊饲

养繁育基地。境内有石油、天燃气、石灰岩等矿产资源，

极具开采价值。现正在开发的总储量为55．7亿吨的巨野煤

田是目前华东地区最后一块特大型整装煤田，无疑为巨野

县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

容巨野，实不为过。中共巨野县委、巨野县人民政府向来

重视发掘和保护中华民族的人文资源，繁荣巨野文化事业。

蚩尤墓、麒麟台、齐鲁会盟台、秦王避暑洞、永丰塔等数

十处历史景观和名胜古迹，在巨野人民的精心呵护下，虽

历时久远，饱经风雨，至今仍熠熠生辉，昭示着巨野县非

常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令人钦佩，使入向往!

／6



6 巨野县图志

在这里，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巨野县文化建设中，

该县的史志办公室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2003年史志办

公室编纂出版的菏泽市首部镇村志即《巨野县镇村简志》，

成为了解巨野历史的重要地情文献。他们还几经与国家图

书馆联系，不辞劳苦，不惜重金，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的

明天启三年由当时的巨野县令吕鹏云主持编修的《巨野县

志》整理影印出版。这部县志内容翔实，体例完备，词句

洗炼，堪称地方志中的上乘之作，得到专家学者和各界读

者的一致好评。更值得称道的是，巨野县史志办公室不失

时机地抓住2002年春“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在该县出土

这一史事，将因文绝、书绝、碑绝而被誉为“三绝碑”的

拓片整理出版，使这篇为当时和后世许多思想家、文学家、

书法家及各界有识之士所倾倒的佳作得以广泛流传。2005

年巨野县史志办编篡出版了《巨野现当代人物志》，该志把

巨野县现当代有重大影响的五百多人物纳入此书，成为世

人了解巨野的重要窗口。在短短的几年内，巨野县史志办

公室编纂出版了这么多高质量的地方史书，工作效率可谓

之高，成绩十分显著，真可谓开创了巨野史志工作的新局面。

前些日子，巨野县史志办公室白林新主任告知我，他

们正在筹划编纂一部《巨野县图志》。这使我想起了被出版

界称为“开启了谈图时代大门”的汪稼明同志，上世纪九

十年代初，他以独特的思想和敏锐的视角，凭借一部两大

本、大八开、十八斤重的《图解中国百年史》，把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办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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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还有系列不凡的成绩。这次《巨野县图志》的编纂，

将以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向读者展示巨野的政治、经济、

文化、科技、军事发展过程。这是图与史的融合，是一个

有益的探索。更是一个勇敢的尝试。

最近，白林新主任专程来京探讨编纂《(巨野县图志》

事宜。他嘱我写一前言。我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遵命

草就，以表示我对此举的衷心支持。

愿《巨野县图志》早日问世，并取得成功1

2006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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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369

后 记

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省、市史志办的具体指

导下，经过我们紧张的工作，((巨野县图志》就要出版发行了。

编写《巨野县图志》是一项艰巨、复杂而严肃的工作。为

搞到第一手文字和图片材料，做好编写工作，我们翻阅了大

量古籍文献，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走访了一些老革命、老

领导、老同志，收集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面对浩如烟海

的图文资料，我们认真筛选，反复斟酌、修改，最后编定成

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菏泽市委宣传部、．菏泽学院经济

系、史志办、档案局、博物馆、冀鲁豫革命纪念馆及县委研

究室、县委宣传部、县政府办公室、民政局、教育局、档案

局、文体局、党史委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许多热

心史志工作的有关领导、专家的大力帮助。我国现代著名画

家、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主席刘大伟，著名书法家刘智

辉为此书题写书名，山东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马来平教授为荣誉顾问，菏泽市委党校客座教授、原菏泽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讲师团团长吕复伦，菏泽市史志办主任

王伯涛，副主任司品贡、徐明华对本书的编撰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中共菏泽市委常委、巨野县委书记王长松作序并题词，

巨野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石爱作也题了词，县政府副县

长李平华多次调度编纂情况并审阅了书稿。县政府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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