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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渠

1965 年生 ， 山东省金乡县人，毕业于

济宁学院物理系 、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专

业.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任金

乡县政府党组成员、县政府督学，金乡县教

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山阳书院院长，

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ι

山东省教育书协副主席兼鲁西南分会主席 ‘

山东省教育书协〈书画教育〉杂志主编，孔

子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主席 ι 韩国忠清北道总

书艺委员会顾问.主持多项国家 十二五'

文化教育研究课题.

以笔名巨水、掬水发表言论 、 随笔、小

说、散文、诗歌等大量文学作品，近年来发

表〈汉晋高平考> (光善寺与山东金乡佛教〉

等多篇地方史研究论文 4 主要著作有〈金乡

史话> (人民出版社)、 〈檀公算法> (山

东大学出版社)等多部历史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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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志

编 著李英渠

副主编刘双保任小行杨焕梅

编 辑朱正军杨玉亮席永立于雷

李金东李汉国刘继旭

参与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雪友王素王言祥王国华

孔祥进代新月乔路路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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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华李亚平李守忠李伯印

李明建李艳芝李祥远李德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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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宇张艳菊陈景云周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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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伟赵忠华袁素青徐娇

殷梓轩高岩黄凌雁雇继龙



远乡序

孕青这套系列丛书，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实际的编著过程也足足用了五

年时间。

如果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这套书的面世也不为过。

2007 年，我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岗位调任县教育局长。 其实，对我来

说这也是"回归在此之前的 27 年工作，我刚好有一半时间是从事教育。

教育是一个"良心活恭居局长职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尽最大努

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对得起职责和良心;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文化研究方

面留下点东西。

机会终于来了 。 2010 年，县里为了发掘历史文化，准备恢复重建"山阳

书院拟定我兼任"山阳书院"院长。

"山阳书院"是明清时期金乡的一个古老书院，其前身可以上溯到唐代的

儒学，但清末改为新式学堂后，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了。 所以很多人对

这个既无办公场所，又无经费、人员的兼职不屑一晒。然而对我来说却正中下

怀一一"有庙就能念经，扎个台子就能唱戏" 。 于是，经过数年经营，就有了

现在人气日升的书院，有了现在甘苦与共的同仁们。

从宏观形势上讲，金乡这几年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 21 世纪最初

的数年，金乡的发展曾陷入低谷。 "金嘉鱼"中的老大哥像吃了鸦片一样，精

神萎靡，骨瘦如柴，在济宁市各县(市、区)综合实力排名中"垫底"已成常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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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大约在 2∞8 年，金乡县又重新找回了感觉和自信，开始负重奋起 、

后发赶超。 到 2010 年叉开始跨入济宁市 "第一方阵"的门槛，成为全市经济

发展的速度标志和 "黑马 o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进都是配

套的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金乡的文化氛围也日益浓厚起来。

2011 年 11 月，金乡电视台首开了"金乡文化大讲堂"栏目，指定我首讲、

主讲。 "赶着鸭子上架一不小心，我又成了 "媒体人" 。 每周一讲，每讲

三十分钟，我坚持讲了两年，效果总体还可以 。

后来， 一位颇为熟识的退休老干部对我说你的大讲堂，我每期都看。 "

我不禁窃喜，复问讲得如何，答听了你的讲堂，感觉中华文明是从金乡发

源的。 "

原是椰揄我 "讲大了"的一句玩笑话，却使我顿生感慨:金乡文化历史悠

久，博大精深，老百姓对本土文化的了解太少了 。 所以在后来的研究中，我多

次用"金乡-一一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文明的基因线索"定位金乡文

化，就是想唤醒金乡人的文化自重和自豪感。

从兼职山阳书院起，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每年编著出版两部关于金乡

文化的书籍。 定这个目标，主要是想给自 己一点压力，不料实施起来后 ， 每年

都能超额完成，积累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几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近几年来，

相继出版了 《金乡军事历史文化~ ~金乡县志译注 》 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金乡史话》 一书，得到了文学泰斗王蒙先生的鼓励并亲笔题写书名，后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并获"济宁市社会科学奖可谓是金乡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

里程碑。

之后的研究可以说是渐入佳境。 金乡是全国唯一的由国家命名的"中国诚

信之乡"所以我们斗胆编辑了 《信经》 一书，恭人古籍经典之列，填补国家

此类文化研究的空白 。 金乡是"三十六计"作者檀道济的故乡，所以我们编著

了 ~ "三十六计"注疏~ ~檀公算法》等书φ 金乡汉代书法占全国之鳖头山

阳金乡师耀"等曾书写"天下第一汉隶" ~礼器碑 ~ .所以我们整理编辑了《金

乡书法》 一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次编著出版的丛书均以金乡为轴铺转

而成，实意为金乡文化之彰显出一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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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本人大学时期是学物理的，之后兴之所至又读了山东农业大学的经济管

理和人民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与历史沾不上边。 而这套系列丛书又主要

是研究历史的，错误、问题肯定很多L 还请方家同道、社会贤达不吝斧正为盼。

是为序。

李英渠

二O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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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见于史书记载的《金乡县志》共有 7 部。

第一部《金乡县志~ ，是明万历七年( 1579) 金乡知县杨梅修，现已侠失。

现存最早者是清代金乡知县傅延俊复修的《金乡县志~ (七卷) ，现国家图

书馆收藏有清康熙十二年( 1673 )刻本，但卷本不全。清康熙五十一年( 1712) , 

金乡知县沈渊重修 《金乡县志~ ，现存国家图书馆。 清乾隆三十三年 (1768) ，

金乡知县王天秀重修《金乡县志》共二十卷，存有两套，一套收藏于山东省

图书馆，一套在山东省安丘市被发现，现为金乡县档案局收藏。 清同治元年

( 1862) ，金乡乡绅李垒修《金乡县志略~ ，增补了大量调查考证资料，现

存于金乡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民国二十五年( 1936) 所修《金乡县志稿~ , 

未能出版，草稿保存于上海图书馆。改革开放后新编的《金乡县志~ 1996 年

3 月出版，年代上限起于 1840 年，下限截至 1990 年，部分内容根据需要有

适当上溯。 另有《金乡县乡土志)) (四卷)清稿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清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抄本收藏在山东省图书馆 20 世纪 60 年代编修的《金

乡县志~ ，仅形成草稿。 这些文献的编篡出版，为金乡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

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2010 年年初，在金乡军事文化馆布展的前期准备工作中，我们就发现了

很多《金乡县志》中没有记载的史料，比如，夏代中兴之王少康的出生地在金

乡一带，也是杜康(少康)酿酒的地方;又如，东汉末年，曹操在金乡一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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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州刺史大破黄巾军，并多次征徐州、战吕布;再如 ， 南北朝末期发生的金乡

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等等。 2010 年底山阳书院成立后，

金乡历史文化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又发现了很多 《金乡县志》 中未收录的史料

和近现代文史研究文章和专著，同时山阳书院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都

极大丰富了金乡的历史文化。

在为这些新发现和新成果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到，原有的 《金乡

县志》存在着种种缺憾，如果能有一部更全面 、 更翔实的金乡史书，将会大大

推进金乡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提升金乡的文化品位，改变金乡民众的精神面

貌和人文素养。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部 《金乡志》 。

《金乡志》的编写工作是一项极为繁细和庞大的系统工程。 首先是组织大

批山阳书院研究员认真阅读各类文献书刊:第一类是 《二十四史 } ;第二类是

重要史书，如 《春秋 } ~资治通鉴 } ~世说新语} ~水经注疏} ~元和郡县图志》

《文献通考)) ~读史方舆纪要} ~山东考古录》等;第三类是地方史志，如《山

东通志 } ~究州府志 } ~济宁直隶州志 } ，各版本 《金乡县志 } ，以及 《荆州

府志} ~安徽通志 } ~庐州府志 } ~嘉样县志 } ~鱼台县志 } ~ 巨野县志》 等

外地史志;第四类是近现代文史论著，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山东古国与姓氏》

《 山东通史} ~山东古国考 } ~李白在山东论丛} ~济宁全汉碑} ~济宁古代

简史} ;第五类是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论文及学位论文，如 《考古与文物 》

1992 年第 3 期之 《东汉范式墓出土文物及其它 》 等;第六类是金乡诸大姓家谱，

如 《金乡(东)李氏族谱} ~金乡(西)李氏族谱} ~金乡周氏族谱} ~金乡

张氏族谱》等。 其次，以《金乡县志} (乾隆版)为底本，借鉴原有体例进行

重新编篡。 最后，对全书进行统一编排和修订，部分难懂的内容增加了注释和

译文。 特别是山阳书院近期的考古发现、 研究成果等，又进行了一一梳理，补

充到书稿中。 至此，历时五年编修的《金乡志》终于脱稿。

《金乡志 》 收录的内容上自史前时期，下至清代末年，部分内容下延到民

国时期。 和历代 《金乡县志 》 相比较， ~金乡志 》 一书具有很多突出的特点。

一是最权威。 ~金乡志》对原《金乡县志》中的说误进行了全面修订，补

充的新史料全部来自权威史书，增益的研究成果全部选自正式发表的报刊和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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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版的专著。

二是最全面。~金乡志 》 收录了历代史书中关于金乡的几乎全部史料，补

充内容约是原 《金乡县志 } (乾隆版) 的两倍，使金乡的文明起源更为久远，

历史面貌更为清晰，发展脉络更为完整，文化底蕴更为丰厚。

三是最通俗。 《金乡志 》 汲取 《金乡县志译注》 的优点，对难以理解的字 、

词 、 典故等作了注释，对部分文章作了翻译，使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完全

能够看懂。

金乡历史悠久，相关史料散见于历代史书，明清及近现代涉及金乡的文史

研究文章和专著也是浩卷繁1跌。 编者虽陆首穷经，也难免挂一漏万;更兼拙笔

鲁钝，学识微薄，疏误之处在所难免，任此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编者

二0一四年十二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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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例

一、以古代编修史志的通常范例为参考，广采约取历代正史 、 文史专著 、

学术论文、 地方史志、民间族谱之金乡史料，实事求是载述金乡史实。

二、断限上起史前时期，下i乞清末，部分内容根据需要适当下延至民国。

三、新增"轶事"志，采录方士神异之事和名人机趣之事。 历代金乡地图 、

文物古迹图片等编排在前，原 《金乡县志》 序 、 重要考证文章等附录在后。

四、所有内容皆有所本。 原文摘录者在文前或文后标明原书，综合编撰者

标明参考书目或文章，研究新得者标注编者按语。

五、所选史料在原书中有i化误者 ， 编人时皆根据权威资料重新订正， 一般

不再注明;有需要着重说明者，加编者按语。

六、所选史料多为古文，艰奥难懂处皆加注释，重点文段在篇末附译文。

七、纪年 、 纪月 、 纪日皆悉尊原文，并用括号注明公元年月日 。 阳历月日

采用阿拉伯数字，阴历月日采用汉语数字。

八 、 为保存古代文献，许多史料都是原貌照录，如反映古代星相之学的"星

野反映古代伦理道德的"列女等等，读者多具法眼，宜取其精华 ， 去

其糟柏。

九、部分古典史料为繁体字且无标点，采录时化为简体字，补人标点。 其

中，异体字皆改为本字，少数人名用字保留繁体;错i化处审慎订正，虽有疑惑

但无确证者予以保留，以待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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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有些语段出现的人物，由于惯用尊称等原因而不记本名，注释翻译时

竭力追索其本名，无法查证者即保留原貌，以待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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