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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编纂社会主义一代志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为了确

保志书质量，提高其实用价值，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

务，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我们将分期完成《临沂地区地方志丛书》

的编辑出版任务。这套丛书，包括列入上级编纂规划的1部地区

志、11部县(市)志以及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若干部专业志。

这套丛书由各承编单位按照新志书的有关规定编写，经过编

志业务主管部门决审，统一由出版部门安排印刷。。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一项浩繁艰巨的工作，由于我们的经验

和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临沂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省临沂地区出版办公室

、叼
乙“



《临沂地区民族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及编志人员

总监编：张怀三

监 编：张伟祥
‘

编纂委员会主任：曹晋铭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平 王自俭王廷选 王蕴钦 白清慎 白广军

刘忠民 孙立贵 成永山 李洪亮 李 金 陈秀玲

杨元章 杨贵贤 杨春贵 杨玉钧 姚恒慈 郁红光

曹晋铭 崔学春 彭新昀

主 编：曹晋铭

编 辑：王世平马殿周(特邀)

编 务：丁富强 卢克会 左志文 孙习昌 沙益薇 贡廷芳

周锡奎 张家中 张维山 周 谊 胡凤超 赵学敏

责任编辑：李兴河赵建峰

●—●■1

1'■．1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临沂地区民族宗教志》的编纂成书，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它

是临沂地区第一部反映民族宗教历史面貌的专业志书。它的出版，

将为研究新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提供历史资

料和借鉴。

临沂地区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

里，这里居住着多种民族，他们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创造着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在旧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不能正确认识和

对待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实行民族压迫，制造民族隔阂，挑动宗教

教派之间纷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才能真正享受

到民族平等的权利，走上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共同繁荣的道路，广．

大信教群众也才能有宗教信仰的真正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各级党

委、政府的领导下，沿着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奋斗，开拓进

取，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I临沂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散居地区。至1990年，全区有回、

满、朝、壮等32个少数民族，共三万四千多人。有道教、佛教、天主

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5种宗教，信教群众近二十万人。各少数民

族和信教群众分布在全区各地。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好民族

宗教工作，对国家安定，人民团结，发展经济，共同繁荣都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

编史修志是百年大计，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这部专业志书

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

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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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编写而成

的。它比较全面、翔实地记载了临沂地区少数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历

史资料，要发挥其“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进一步把临沂地区

的民族宗教工作做好。

誓临沂地区民族宗教志》是一部较好的资料性工具书。可以相

信，志书会以它的资料价值、科学价值而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注：张怀三同志现任中共临沂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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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晋铭

临沂地区民族宗教志在地委、行署领导下，在省民委、省政府

宗教事务局的指导和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编委和全体编

纂人员的共同努力，现已编纂成书。

临沂地区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

这里长期居住着多种民族，他们世代相处，共同创造着临沂地区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他们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贯彻

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他们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高举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奋斗，开拓进取，沿着新时期党的基本

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临沂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民族宗教专业志书系统记载这些劳

动人民的历史业绩。历代地方州、县志，对曾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群众的活动，却

记载得分散零乱，并多有遗漏、偏颇，甚至含有封建迷信的糟粕。澄

清史实，还原其本来面目，正确记述他们活动的历史轨迹，以昭示

于世，的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志是临沂地区第一部民族宗教专业志书。它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记述临沂地区民族

宗教的历史及现状。在具体编纂中，本着。从古到今，详今略古，古

为今用”的原则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立足当代，详近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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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既全面记述，又突出重点，实事求是，如实反映客观面貌。在民

族方面：着重记述了少数民族的迁入、发展和变化；记述了少数民

族的历史业绩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贡献

与成就；记述了少数民族的革命传统和英模人物。在宗教方面：记

述了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的历史变迁和建

国后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管理教

务的发展历程以及各个时期的名人轶事；还记述了临沂地区历史

上寺、观、教堂的文化遗迹等。本志具有一定的思想性、科学性、时

代性和资料性，可以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它的刊印，必将

为党政机关掌握全区民族宗教情况，正确次策，做好新时期的民族

宗教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和论证依据；必将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向宗教界人士及广大信教

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丰富而生动的乡土教材；

也必将为从事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的工作者、学者和做民族宗教工

作的干部，提供民族宗教方面较为翔实的地方文献资料。

本志从1988年底开始收集资料，至1993年编纂成书，历时5

年。在整个收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蒙省、地、县(市)有关部门的关

心、支持，少数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的协助以及热心本志编纂工

作的同志，特别是地区广播电视局离休干部马殿周同志的热诚帮

助，使这本志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谨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民族宗教志的编纂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知识所限，又缺

乏修志经验，志书中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给予批评指

正。

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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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曹晋铭同志现任临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凡 例

一、本志编写，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二、本志分为民族卷、宗教卷和附录三部分。

三、本志所志范围为临沂、郯城、苍山、临沭、莒南、El照、莒县、

沂水、沂源、蒙阴、沂南、平邑、费县13县、市(其中日照市、沂源县

已于1989年划出)。1989年后有的记载不包括日照、沂源两市、

县。 ．

四、本志上限以追溯历史记载为据，因事而异；下限至1990年

底。为使因果完整，有的突破此限。

五、纪年方式：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加注旧纪

年。

六、民族宗教事务机构：本志主要记述1949年建国后，国家对

民族宗教事务机构的设置。对道教、佛教在历史上所设宗教事务机

构，已在各教中述明，不涉他教。

七、在宗教卷内提到的教徒、信教群众，均不包括18岁以下

者。教徒：指受洗者；信教群众或信众包括受洗者和未受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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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9月15日，左宝贵(回族)在平壤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左宝贵

殉国后，清政府渝令从优议恤，并入祀昭忠祠，宣付史馆立传，并准

于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赠太子少保衔，予谥忠壮。

9月15日，陈继宗(回族)在平壤保卫战中为国捐躯。清政府

给予抚恤与表彰。

同年，在费县地方镇(今平邑县)左氏祖茔修建左宝贵衣冠冢。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清政府又拨银350两，为左宝贵墓立刻有御制碑文的墓碑。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平邑街二村太学生米玉珍(回族)出资开办“平邑米氏初等小

学堂”，并任校长。曾受县署嘉奖。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

费县平邑街义成功商号店东周玉廷(回族)出资创办“义成功

小学”，有回族学生30余人。于民国十四年(1925)停办。

1921年(中华民国+年)

平邑成立“清真女校”。不久停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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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平邑米氏初等小学堂”由县备案，并命名为。费县(平邑街时

属费县)第五区回民私立萃英初级小学”(简称萃英小学)。校长由

平邑街清真寺董事米玉山担任。

1935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7月，费县平邑完小校长米拭民(回族)带领学生查日货。在大

集查获日本香烟3箱，当众销毁。

同年，费县县立第二完小校长米拭民将原在莲花山东麓的三

座东汉石阙搬迁校院内，完好保存。 ．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1月14日，侵华日军一股，第2次由泗水东犯平邑镇。联庄会

长米拭民带领民众在八埠庄伏击，迫使该股日军撤回泗水。打响了

当地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一枪。《中央日报》为此发表了《米拭民部阻

击日军于八埠庄》的消息，西安《西秦日报》亦转载了这一报道。事

后，三专署和费县政府在平邑街召开庆功大会，邻县政府和本县学

校、团体均派代表参加。会上，赠米枝民木匾1块，锦旗多面。

7月，沂蒙回民支队建立。八路军四支队民运干部李敬渔，经

柳枝峪(今属沂源县)清真寺阿訇的引导，向该村丁文增、马学忠、

麻俊和刘家庄的丁光彦、丁光延、丁毅民等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建立了20余人的“沂蒙回民支队”。这是本区第1支回民抗日队

伍。后经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正式命名为回民连，丁文

增、马学忠任正副连长。尔后李敬渔又从沂水上流庄等地动员40

余人参军，编为1个排，全连共辖3个排。是年11月，麻俊接任回

民连连长。翌年2月，回民连编为山纵司令部直属警卫连。曾警卫

织女洞(今属沂源县境)兵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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