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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昌乐县委书记李光信

新编《昌乐县志》，历经九载，终于出版问世了。这是一部在马列主义、毛

。 泽东思想指导下编纂的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起源于春秋，发展于秦汉，盛行于宋

元，高潮于明清，历代不衰，源远流长，为历史上不朽之举。一部志书的编纂

出版，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时代文化、精神文明的代表；是一世一地社会

盛衰荣枯的写照，物质文明的纪实；是求训致用的救弊之作，彰往昭来的鉴镜

之章。。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它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

深远的历史意义。党中央、国务院及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

地方志工作。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曾对编修地方志作过重要指示，

．强调各级领导。要抓地方志工作”。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了(19853 33号文

件，要求。各地要对地方志编纂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

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1986年12月，国务院批准，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万里、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重要指示。．我们

躬逢盛世，承担历史赋予的编修新县志的光荣任务，深感无比荣幸。

《昌乐县志》的编纂，是一项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纵涉百年，横及百科。

它记昌乐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载全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铭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它必将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学习历史，了解

县情，探索规律，寻求借鉴，科学决策，开拓未来提供可靠的依据；必将为昌

乐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编纂新县志，一直受到许多曾在昌乐战斗过、工作过的老同志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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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热情指教，全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各群众

团体及驻昌单位，也都积极配合，通力合作。九年来，全体史志工作者，辛勤

耕耘，默默奉献，为修志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部百万言的新

编县志，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人共同艰苦劳动的成果，是千万人的心血和智慧的

结晶。值此，谨向大家致最诚挚的谢意。

昌乐有着光辉的过去，更有着美好的未来，富有光荣传统的昌乐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继往开来，浓墨重彩地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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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乐县县长于生

新编《昌乐县志》出版了，这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昌乐县历史悠久，境内密布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

化遗址群，昭示了其古老与文明。营丘故城座落在白浪河北岸，距今县城二十

五公里，西周太公吕望最早在此立都，为齐文化的发祥地。春秋时，营丘改称

缘陵，汉称营陵，先后为杞国都城和北海郡治所。隋唐时，划归北海县。至宋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始置昌乐县。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前仆后继、辛勤

耕耘着这块土地。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27年中共昌乐党组织建立以来，昌乐

县人民为改造社会、征服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近年来，改

革的浪潮又把昌乐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全县人民万众一心，斗志昂

扬，建“四化”，奔。小康”。其间，有许许多多生动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量的

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也有不少教训需要汲取，因此把

沧桑变迁如实地记录下来，以继承前人启迪来者，便成为势所必然。
‘

我们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昌乐县编纂志史也源远流长，只

是因为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多已散佚。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尚有：明嘉靖时

知县朱木纂修的《昌乐县志》、清康熙时知县贺基昌纂修的《昌乐县志》、嘉庆

时知县魏礼焯主修的《昌乐县志》，光绪时邑人刘显纲编纂的《昌乐县乡土

志》、民国时县长王金岳主修的《昌乐县续志》等五种版本。这些志书，荟萃了

大量珍贵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开辟了一个窗口。但由于阶级和

时代的局限，志书中掺杂了大量封建糟粕和谬误。六十年代初，昌乐县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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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史志班子，着手撰写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但因种种原因中途辍笔。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业俱兴，重编《昌乐县志》条件成熟，
。

1982年秋，成立县史志办公室。九年来，广大史志工作者戮力同心，辛勤笔

耕，六易志稿，终于大成。

新编《昌乐县志》不是旧志的续写，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和信、达、雅的要

求，对昌乐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科学系统的综合记述，她虽算

不上是炉火纯青的精品，但毕竟凝聚了千百人的心血，记录了大量的史实资

料。全书兼具史地，注重人文，铺张经济，融志、传、图、表，录于一体，基

本达到了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的要求，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资料性、时代性，是一部认识县情，进行爱乡、爱国教育的好

教材。

《昌乐县志》垂成问世，得到省、市史志部门的亲切关怀和指导，得到史志

专家同仁和社会各界的倾力支持，借新志付梓之机，谨表谢意。

199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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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以资政、教育、存史为宗旨，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时间断限原则起自1840年，下限除大事记、政治编至1 990年外，其

余各编大体截止1 985年。鉴于古营丘为始封齐国故都，记述适当上溯，以展现

历史全貌。

三、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的史实。 -

四、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其他辅之。行 。

文用语体文，记述体。

五、本着事以类从。类为一编的原则，全志设地理、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社会、人物七编。各编以章、节、日结构层次记述，少数章节根据需

要，目下设无序号子目。部分章节前面有简要综述。全书前面冠以概述，大事

记二篇，后面设有附录一篇。 ．

六、从中华民国元年始，行文采用公元纪年，需要时于公元后括号内标注

历史纪年。行文中历史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

七、本志使用的现地名，以昌乐县人民政府公布的名称为准。记述中使用

的旧地名均加注今名。 、

八、记述各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机构名称，‘一般不加政治性定语，对

各历史时期的人物，7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褒贬。

九、所记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名称和会议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再 学

次出现用简称。

十，本志贯彻。生不立传”原则。选取立传人物以贡献和影响大小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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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注重职务高低；以本籍人物、近现代人物、正面人物为主；入传的外籍人，

着重记述其在昌乐的活动。排列以卒年为序。

十一、资料来源于历史档案以及各乡镇、各部门的史料，因篇幅所限，均

未注明出处。统计性数字，主要来自县统计部门，少数系有关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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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3

昌乐县，位于山东半岛内陆，泰沂山脉

北麓至渤海山前平原之间，地理座标为北纬

36
o

19’至36。46’，东经118。43’至

119。10’。东邻潍城、坊子，西界临胸、青

州，南同安丘隔汶河相望，北与寿光接壤。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40．9公里，南北最大纵

距48．9公里，总面积1033平方公里。1990

年，辖8镇，14乡，868个行政村，129244

户，总人口565522人，其中城镇人口

44844人。有汉、满。蒙、回、壮、朝鲜等

13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128人。耕地

86．28万亩，人均1．53亩。

昌乐属东部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

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2．4。C，年均降水量

“8．9毫米，无霜期190天，光照充足，雨

热同期，适宜于多种动、植物繁衍生长．境

内地势总趋势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高程

大都在海拔40米至150米之间，中西南部

北唐15郡乡车罗顶为县境最高点，海拔381

米；东北部朱刘镇北庄西侧为县境最低点，

海拔25．6米．境内山地、丘陵、平原俱

金。其中山地133．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 12．9％；丘陵474．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45．9％；平原425．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41．2％．中西部多低山，东南部多丘陵，南

北两端各有一平原地带。山属沂山支脉，自

西向东北绵亘县境中部，有打鼓山，黄山、

乔山、方山、孤山等大小山头63座．较大

的丘陵有青风岭、大庄岭，马驹岭、王家

岭、三丈崖岭、马宋岭，吉阿岭、黄庄岭8

条。河流有丹河、桂河、于河、白浪河、汶

河5条水系，35条河流，多为西南东北、

南北走向，并呈放射状注入安丘、潍城、寿

光三县(区)。境内岩石，北部以石灰岩居

多，中西部以玄武岩为主，东南部多为花岗

片麻岩。因基岩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土壤类

型。北部为褐土类，东南部多为棕壤，南部

沿河有河潮土。主要自然灾害有旱、雹、霜

冻、病、虫等。境内盛产小麦、玉米、甘

薯，黄烟，棉花、花生、西瓜、果品，蔬菜

等。其中“昌乐西瓜”驰名中外。昌乐地处鲁

中隆断区北缘、沂沭断裂带北段，群山绵

延，丘陵起伏，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若干座古

火山。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亿万年前频繁的火

山活动，为昌乐形成丰富的矿产资源创造了

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已探明和开采的有蓝宝

石、石灰石、原煤、玄武石，钾长石、重晶

石、矿泉水、金、银、铜等近20种。特别

是蓝宝石。有矿面积达350平方公里，在国

内已发现的6个蓝宝石产区中名列榜首，并

以其品位高、储量大、质量好，引起国内外

实业界的瞩目．

昌乐，历史悠久，古称营丘．早在

6000多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少

吴时为爽鸠氏，虞夏时为季贾j氏，商时为逢

公伯陵的辖区．周初，武王“封邦建国”，始

封太公吕望于齐，都营丘，旧志载：“昌乐齐

开国地也，以富强雄天下。”春秋，营丘改称

缘陵，为杞国都城。战国时，缘陵属田齐。

秦代，境属齐郡。西汉，境置营陵县、剧

(侯国)、剧魁(侯国)，属北海郡，北海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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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驻营陵。南北朝时期，北魏于境内始置

都昌县，初为北海郡治所，属青州。唐代，

境属北海县。宋，取都昌一邑，意为安乐，

始置昌乐县，后改称安仁县，寻复昌乐县，

属潍州。元，改为巡检司，并人北海县。

明、清、民国置昌乐县。境内山丘和平原相

依，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土地肥沃，水源

富足，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

境。数千年来，历史嬗递，朝代更迭，勤劳

朴实的昌乐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

了昌乐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

宋置县城，位于今县城西7里，为北海

剧城旧址。城东、北、西三面由大、小丹河

绿水环抱，城南一片肥田沃土。明洪武年

问，知县于子仁曾挥毫留下“剧县春晴满县

花，风光浑似楚天涯”的诗句，赞美剧县旧

城风光酷似江南。今昌乐县城，辟于明洪武

元年(1368年)，至今已600余载。其间，

几经扩修，至明崇祯十一年，县城四周已修

成完整的古城墙建筑。旧志载：“周围四里，

高一丈八尺，上阔一丈一尺，下阔二丈五

尺。池阔一丈六尺，四门俱袭以铁”，“居然

城小而固矣”。“邑人至今(注：指清嘉庆三

年)饮食而祝，岂溢美哉”。城内商贾云

集，市井繁荣。鸦片战争后，兵燹连绵，生

灵屡遭涂炭，特别是日伪、国民党反动派残

酷统治时期，昌乐城被糟踏得残破不堪、冷

落萧条。1948年5月1日，英勇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冒雨进击昌乐敌据点，经过半夜激

战，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的统

治。解放后，昌乐城作为全县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昌乐，发挥

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县城建设日新月异，如今，已变

成一座花园式城市。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

百货、五金、交电、土产、副食等商业服务

网点遍及城区；建筑面积9212平方米的民

族式全封闭四层栅形楼房、年营业额达

1500万元的大型综合性新昌商场，座落在

市区中心；五大农贸市场的蔬菜，肉类、蛋

类、活鱼、新鲜瓜果、五谷杂粮应有尽有，

展现出昌乐农村经济的繁荣景象。城区布局

错落有致，文化设施齐全，色彩各异的居民

宿舍楼鳞次栉比，街道宽畅清洁，马路两侧

所植国槐、。法桐、垂柳以及云松、雪松、塔

松成行成荫，别致精美的各式花坛星罗棋

布，内植妍丽多姿的四季花，整个市景给人

以幽雅、素美、清新之感。城区东西两侧新

建的两座宏伟壮观的铁路、公路立交桥，夕

阳西下，路灯映辉，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

标志着昌乐经济在腾飞。耸立在隋姑山顶端

和城区正南4华里的高大电视转播塔，使境

内10多万户人家能了解国内外犬事，欣赏

到民族歌舞、传统京剧，品味世界各地风

光。这些建设成就，展示着昌乐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已跨越温饱型，正向着小康迈进。

昌乐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清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农民起义军

捻军首领张洛行率10万大军进入境内，人

民揭竿而起，配合捻军破官府，杀豪绅，歼

地方团丁2000余人。清同治六年(1867

年)七月，东捻军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

率大军再次入境，人民奋起响应，配合捻军

败清兵提督刘铭传部，锋芒直抵黄河岸堤。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帝国主义列强争相瓜

分中国，昌乐人民向来不甘屈辱，清光绪二

十六年(1900年)九月，义和拳运动在境

内兴起，拳民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设埴

聚众，焚毁教堂，驱杀洋人，坚持斗争数

年。民国初年，各地军阀为扩充个人势力，

捐税连年增加，加之灾荒频仍，劳苦大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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