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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正值鱼台全面完成“八五"计划，以崭新的姿态跨入“九五弦、奔向21

纪的重要时刻，新编《鱼台县志》出版问世了。它是以新观点、新方法编

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是全县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又一丰

成果。‘

县级地方志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被誉为“一方之全史"、

“地方百科全书"。鱼台从明万历二十三年至清光绪十五年，修成县志五部，它

们集中记载了鱼台的历史，反映了鱼台人民的勤劳和勇敢。但自光绪之后，境

内一方之史已断线一百余年，令人遗憾。回顾革命战争年代的轰轰烈烈，建

国之后的政通人和，治水改稻的英雄壮举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蓬蓬勃勃，

我们遂于1982年设立修志机构，1984年全面开展资料收集工作，历时十余

年，终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新县志横涉百科，纵述一百五十

余年，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鱼台的疆域沿革、地理风貌、政治军事、经济形态、

文化教育、烈士名人以及风俗习惯、文物古迹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较

强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地方特点，为我们全面了解和研究鱼台，提供了一把

钥匙，确是“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的百科全书。．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九五"期间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前景诱

人，机遇难得。’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九五一期间把鱼台建设

成为经济强县，到201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认真总结过去体制

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鱼台县志》作为高密度、大含量的信息载体，既

记载了我们所走过的光辉历程，也记述了我们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她的出版，

必将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开拓前进，为鱼台的经济振兴，社会发

展提供多方面的借鉴。

、是为序。．

叁蠹嚣袅黧矗鬈侯端敏鱼台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1⋯～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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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鱼台；历史悠久，人文代衍：春秋日．“棠”，有鲁隐公观鱼之盛。秦置方

与．唐宝应元年，因观鱼故实，I始改今名。金、元以降，．黄河夺泗，．漕渠壅

塞。每遇涝年，开：濮、曹、定十余州县之水，·漫而来，众水汇浸，悉成

泽国。居民踮踮，如水上之鸥。清迄民国，兵燹接踵，鱼台人民，灾难深重。

无数志士仁人，为解民于倒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其操守，其绩业，悲

天感人，可歌可泣。建国之后，政通人和，百废待兴。鱼之民众，历反复艰

难之探索卜以改天换地之气概，疏十七条河道，开万余道沟渠，引水种稻，养

鱼植莲，’使百世水利得兴，千年灾诊得结，其功其业，煌煌然百世可垂。

志为镜鉴，在于前承先代，后开来者。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后世视今，

犹今之视昔。’数代治绩'!：，若不记载，必使湮失。修志之举，义不容辞。昔鱼

台修志，肇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历清顺治、康熙、乾隆至光绪，先后凡五次。

民国年间，虽有修志之议，终无所成。时入80年代，诸业兴懋，盛世隆隆，

举国上下，竞相修志。我主县事，先行旧志整理。1988年秋，延请闻达，遴

选俊彦，广采经史，援引众据，两易寒暑，《清康熙版(鱼台县志>校点注释

本》书成。而新志修纂，此其时矣。厥志承光绪之后，逾时百又二年。其间，

兵燹水患频仍，政权区划屡易，境内档案资料，散失殆尽。虽竭全力，终难

遽得。故不惜人力，寻查于各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得文献资料数百万言。经

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勤笔耕，历一年又四月，初稿粗成。继任县长史遵衡、

侯端敏二同志，刚明果决，卓荦不群。审初稿于下车，导合尖于百忙，一代

志书，终告功成。复索序于余，雅意殷殷，足可风世。
· 古人云：。志者，记也：记其风土文献之事，与官乎斯土者，可以备极其

改革，省见其疾苦，累行其已行，察识其政治，使天下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

兴，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一今虽世易时移，科技猛兴，志之作用亦然。问政

一方，何以振兴经济，蔚起人文，益感仔肩沉重。后来有识之士，藉以鉴古

推今，考实见治，序职经世，．当或有师蚁师马之助。谨作是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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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我当选为鱼台县人民政府县长，索阅志乘时，知在前任县长

夏满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新编《鱼台县志》初稿已成，正待评议、修改。展

读之下，见鱼台地连邹鲁，脉承洙泗，史属礼仪之邦。然而，历两千余年，一

直处于贫困的自然经济状态。新中国建立后，鱼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大搞水利建设，改变种植结构，终于把滨湖涝洼

的鱼台，变成了北国江南鱼米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貌更是日新

月异，已形成了先进的农业，初具规模的工业，发达的交通邮电业，异军突

起的乡镇企业，多成份的商业，资本雄厚的金融保险业，前景广阔的外贸事

业的经济新格局。新编县志初稿，全面地反映了鱼台的历史面貌，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资料性著述，其中浸透着编纂人员的心血。

为进一步加强史志工作，在县级机构改革之际，政府对县志编纂班子进

行了充实调整，并组建第三届鱼台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直接领导修志工

作。县志编纂人员广泛征求听取了历届领导、老同志及社会各行业有识之士

的意见，特别是又经过《鱼台县志》稿评议会，省内外专家学者及兄弟县市

区修志同仁发表了很好的建议。在此基础上，他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览全志，调整结构；连结上下，剔除

重复；核准观点，润色词语。严把了政治关、体例关、．主题关、．价值关和规

范关，进一步深化了内容，提高了质量。又历一年有余，终于完成了这一浩

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此时，我已调离鱼台。付梓之前，县长侯端敏同志向我

索序。推辞不过，爱列叙数语，聊以为序。

史遵衡



凡． 例

_、新编《鱼台县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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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

求达到思想性、资料1I生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1-．．．31编上限原则上起自1840年，有些事物上溯到发端，下限

断至1990年。《“八五一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上限起于1991年，下限

断至1995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设概述、大事

记、31编专志、附录和“八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等主要部分，以志

为主，图、表随文附设。编下一般分章、节、目、子目记述，编首置无题小

序提挈全编。

四、本志行文采用公元纪年。清代以前括注中国历史纪年，月、日沿用

农历。

五、本志坚持。事以类从力的原则，以时为序，横排门类，纵写史实。为

突出地方特点，。水稻"升格为编。
‘

六、凡地名、政权、官职等，均依当时称谓书写，初记全称，后写简称，

古今地名不一致者，括注今地名。

七、建国后各类数据，以本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载的，以档案

资料为据。 i
。

．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者以正面人物、近现代人物、本籍人

物为主，体裁分人物传、英名录两种形式。 ．．

， 九、资料主要采自国家、省、市、县档案馆、图书馆和县直各部门、各

乡(镇)史志办公室以及部分当事者、知情者，经考证鉴别后载入。所用资

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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