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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县"是指距今千年以上，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建制县及其以上古政区名

称。 《山东千年古县志》是我省历史上第一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介绍千年古县

来历沿革、语词特征、文物古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景观、土特名产、民

俗风情、民间艺术等实物史料的大型工具书。该书从征稿到成书历时一年多的时间，

经过全省各级民政和地名工作者及史志学人的辛勤努力，终于结集出版，这是我省

地名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地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化石"。在人类历史的长

河中，地名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社

会、历史、民族、地理、经济、语言等内涵。地名文化是我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中的一个独具特色的

层面。 继承和弘扬地名文化，保护、研究、建设、宣传好"千年古县"等地名文化

遗产，对于研究华夏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底蕴，弘扬中华文明和爱国主义精神，传

承先进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山东古为齐鲁之邦，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巍

巍泰山，滔滔黄河， 一望无际的平原，连绵起伏的群山，还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

辽阔富饶的滩涂海域。 有距今二三千年前的诸侯王国和分封王国，还有自古繁华的

都会、商埠、府郡州、|县治所、历史古城、游览胜地。 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诞

生了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勤

劳勇敢的山东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文化。 山东地名历史悠久，地名文化源远

流长，仅千年以上古县就有 74个，占现有县(市区)总数二分之一强。 据考证，早

在远古时代，生息在这里的部族就有"东夷夏、商、周三代，分属青、究、徐三

州，还有众多的方国散居其间 。 《禹贡》九州中的青州和充州，就是今天的青州市和

究州市。 千年古县的深厚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璀琛历史文化中的一朵奇晤。 因此，

从一定意义上讲，了解了山东千年古县， 也就了解了山东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地

理文化和乡土文化。

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许多国家将有百年历史的地名列为保护对象，并申报了

世界文化遗产。 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地名文化资源。 保护地名文化遗产，

发展地名文化，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

部署，民政部已将"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列入了工作重点。 "千年古县"等地名

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缩影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人类历史内涵最丰富、最集

中的核心部分，是祖国历史文化精华的基萃之地。山东千年古县众多，其数量居全

国各省区前列。 因此，做好千年古县等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建设和宣传工

作，是一件功在当代、矛IJ在千秋的大好事。愿各级民政工作者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伟

大征程中，大力宣传地名文化，发展地名文化，推进地名文化事业，壮大地名文化

产业，丰富民族文化宝库。 望广大地名工作者扎扎实实地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挖掘地名宝库，利用地名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繁荣先进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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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概况

令者概况

山东省，简称"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

在北纬 34 0 22.9' - 380 24.01 ' ，东经 1 14" 47.5' - 122 。

42 .3 ' 之间 。 地处北半球暖植带，地理环境比较优越。 境

域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 。 半岛部分北滨渤海，以成山角

为界，东北滨北黄海，南滨南黄海，山东半岛突出于渤海

与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遥相对峙;内陆部分自北而南与

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 全境南北最长约 420多

公里，东西最宽约 700 多公里，总面积 15 . 67 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 6% 。 省会为济南市。

山东，金代以前为地理概念，泛指崎山、华山或太行

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 。金代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东

东、西路统军司，山东遂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 明代山

东布政司(又称行省)管辖 6 府、 104 县，大致奠定了今山东

省行政区域范围 。 清代山东基本沿袭明代山东的版图，称

山东省。 因西周封邦建国时，今山东境内曾存有齐、鲁、曹、

滕、卫诸国，周公旦封于鲁，所以现在山东又简称"鲁" 。

清末，山东省有济南、 东昌、泰安、充州、忻州、| 、曹

州 、 登州、莱州、青州、武定 1 0府，济宁、 1 1备清 、 胶州、 3

个直隶州，共辖 8 个散外196 个县。 中华民国初期，划分为

济南、济宁、胶东 、 东 11备 4 道，属县 107 个。 1 928 年废道，

各县直属省。 1 937 年 10月，日军侵占山东，国民党省政府

流亡。 193 8 年 7 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发出关于恢复

县、区、乡政权的指示，至IJ年底有 12 个县成立了抗日民主

政府。 1939年 7月，中共山东分局将山东划分为 3个区和 2

个特区:胶济路南、陇海路北、津浦路东为一区， 津浦路

因为二区，胶东为三区，湖西、清河为特区。 1940 年 8 月，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下辖 16 个专员公署， 88 

个县。 1943 年 9 月，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名为山

东省行政委员会，下设 5个主任公署及滨海直属专员公署，

共辖 1 8 个专署和 92 个县级政权。 1945 年 8 月， 山东省行

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下设 5 个行政公署，共辖 21 个

专署、 119 个县。

山东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山东

人-一一"沂源、人'\可以把山东的历史上推到四五十万年以

前。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滕县北辛文化， 距今也有七千

年左右。 举世闻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

化都是在山东首先发现的 。 自夏朝开始， 山东进入奴隶制

社会。 商朝建立以前， 山东是商族活动的中心，商前期的

五次迁都，有三次在山东境内 。 商朝建立后，山东仍是其

统治的中心地区 。 西周实行"封邦建国"之策，封吕尚于

齐，封周公旦于鲁，另外尚有曹、滕、 E诸国 。 齐国"通

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鲁国融合周文化与

东方文化，为"礼仪之邦" 。

公元前 594年，鲁国的"初税亩'\表明在鲁国已出现

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 公元前 22 1 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

一的封建王朝，齐是最后被灭的一个诸侯固 。 自此以后，在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山东地区虽有时也曾为割据势力

所盘踞，但总的来说，则是属于历代封建皇朝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山东地区素以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著称于世。 秦汉时

期，今山东地区号称"背壤千里农业经济发达，所产粮

食不断溯黄河西上，运往关中地区。 西汉时期，山东地区

有人口 1 700 余万，户 390 万，占全国当时人口的 30%，人

口密度居全国首位。 后来虽经东汉末年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战争破坏，但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山东仍不失为经济

中心。 隋初，山东各州县遍置粮仓，户口占全国总户数的

2 1% 。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每年要将山东几百万石粟米潜运

至关中 。 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

间斗才三钱。 绢一匹，钱二百。 "到了唐后期，虽经战乱，

但山东农业生产仍在发展田崎大辟，库仓充积"。

宋金元时期， 山东地区承受的封建剥削尤重，并不断

遭受外来的侵扰和野蛮统治，经济处于滞退状态。 元代山

东有 38 万户， 1 26 万人，与金代相比，户减约 75%，人口

减约 87% 。 明初多是无人之地'\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奖

励人民垦荒的措施，至IJ洪武二十六年(1 393年)时，山东耕地

面积达到 7240万亩，为北宋时期的 2.4倍，居全国第三位。

清康熙年间又增至 9000 万亩 。

山东的冶铁业起源很早，春秋初年，齐国已使用铁制

农具。 西汉时，武帝在全国设置铁官48处，山东就有 18处 。

唐朝的克州是矿冶中心，莱芜有铁冶 1 3处、铜冶 1 8 处 。 北

宋时莱芜铁冶规模更加l扩大，与江苏利国监同为京东两大

铁冶中心。 明朝初年，山东年产铁 31 5 万余斤，居全国第三

位。 山东的其他矿产也很丰富，宋时登、莱二州产金，元

丰年间登州、莱州的黄金产量占全国的 90% 。 明初， 济南、

青州、莱州三府岁采铅 32万余斤 。 清朝山东煤矿已大量开

采，最著名的是峰县煤矿，乾嘉时期，北运京师、奉天，动

辄数百万石。

山东的纺织手工业举世闻名 。 战国时期，齐国即号称

"冠带衣履天下副国、定陶 、 亢父(今济宁)是汉代三大纺

织、中心 。 所产纺织品数量多、质量好，源源不断地通过"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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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等;在科学技术方面， 有鲁班、甘德、刘洪、何承天、王

朴、也胜之 、 贾思艇、 、 王衬1、燕肃等;在医学方面，有扁鹊、

淳子意 、 王叔和等。 他们的思想理论、智慧和学术成就，构

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山东人民富有革命传统。 春秋末期，就有以因为首的

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山东人民无数次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 著

名的有新莽末年的赤眉大起义，东汉末年青外|黄巾起义，隋

末王薄领导的长臼山起义及窦建德、孟海公、杜伏威、刘

黑阔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 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卷起农民革

命的风暴。唐末黄巢大起义，推翻了唐王朝的统治。 北宋

末年有宋江农民起义。 明代有唐赛儿、徐鸿儒起义。清中

叶以前有于七、王伦等人领导的起义 。 近代则有幅军起义

及捻军斗争， 山东还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

1 9 1 9 年"五四"运动期间， 山东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反帝爱国运动 。 "五四"运动以后，山东成立了早期的共

产主义小组。 1 92 1 年，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全国建党最早的省份之一。 第

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 山东人民在阳谷 、 高唐 、 博兴、益都、日

照、苍山、昆箭山等地举行武装暴动，反对新旧军阀和帝

国主义的压迫剥削， 支援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

东人民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 黑铁山、 牛

头镇、(且保山、 泰西 、 鲁南、 湖西等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

胶东 、 渤海、滨海、鲁中、鲁南五个解放区，至 1 945 年 5 月

下旬，人民武装力量已发展到 2 1.3 万人，民兵 41 万人，在

八年抗战中共歼灭 日伪军 43 .9 万多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

山东人民又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

点进攻，进行了鲁南、莱芜、孟良圄、挂在县、济南等著名

战役。 截至 1 94 8 年 11 月，山东军民在解放战争中共作战

10970 次，歼敌 569574 人 。 1 949 年 6 月， 山东全境解放。

山东行政区域划分。 1 949 年 3 月，山东省政府改称山

东省人民政府，下辖 14个市 (包括济南 、 青岛、徐州、挂在

坊4个省辖市)、 1 40个县、 2个办事处、 2个特区 。 1 950 年，

将 1 6个专区合并为滕县、 1 1伍沂 、 泰安、沂水、德州 、 惠民、

淄博、昌洗、胶州、莱阳、文登 门 个专区。 1952 年，平原

省撤销，所属聊城、荷泽、湖四 3个专区 29个县划归山东。

原河北省临清、馆陶、恩、城、夏津、武城 5 个县划归山东。

而将山东的东光、 吴桥、宁津、 庆云、盐山、南皮 6个县划

归河北，徐州市、新海连市及丰、沛、华山、铜北、赣榆、

圣ß、东海等县划归江苏。 1 953 年 6 月，滕县专区更名为济

宁专区。 7月，撤销湖西专区和沂水专区，将其所属县市分

别划归济宁、荷泽和临沂专区 。 1954 年 1 2 月，撤销淄博工

矿区，设立淄博市。 1958年，莱阳专区更名为烟台专区。 1 960

年，撤销峰县，设立枣庄市。 1 963 年，河南省东明县划归

山东。 1 964 年，范县划归河南。 1 965 年，馆陶划归河北，

河北省的宁津县、庆云县划归山东。 1 967 年，专区更名为

地区，全省共辖德外| 、惠民、昌滩、烟台、 11备沂 、 泰安 、 济

宁、荷泽、聊城 9个地区， 济南 、 青岛 、 淄博、枣庄 4个省

辖市， 5 个县级市， 107 个县。 198 1 年 5 月，昌滩地区更名

绸之路"输往西域等地。 因此，当时山东地区是"丝绸之

路"的主要源头之一。 唐代充州的镜花绞、青州的仙纹绞，

都是驰名全国的纺织品 。 宋代在青州设立织锦院， 专门织

造高级纺织品。 宋神宗时，在山东"和买"绢紧吊，每年达

30 万匹左右。 明清时期，济南、济宁、临清等城市都有较

发达的纺织手工业，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

性质的手工工场。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山东经济走上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掠夺，近代

山东经济形成畸形发展的局面。 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

顽固地保存着，土地集中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封建势力盘

剥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洋货在山东的倾销，使大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破产失业。农

民日趋贫困，自然经济逐渐瓦解。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

产生和发展， 山东也出现了近代工业。 在济南有从事军工

生产的机器局;在枣庄、淄川|、平度等地有煤、铅、金等

矿业生产;在烟台有张裕酿酒公司、缴丝厂、蛋粉厂等轻

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欧美帝国主义忙于

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山东民族工业曾一度得

到发展。 至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

1 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山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占区，他们重点掠夺山东的"二白二黑'\即食盐、棉花

和煤、铁。 对战火中余存的工业，他们采取"军事管理" "中

日合办"等手段加以夺取，迫使大部分民营工业陷于绝境。

在农村他们强占土地，征调劳工，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

人寰的"三光政策" 。 据 1 945 年 1 2 月的不完全统计(缺当时

未解放地区，鲁中、鲁南新解放区，部分机关的数字)，八

年抗战期间的损失:死亡668 1 43 人， 抓壮丁 393259 人， 掠

走牲畜 1 079792 1 头，粮食 11 78486公斤，农具 2542844件 ，

烧毁房屋 1 15 11 86 间 。 山东地区小麦等 11 种作物耕种面积

194 1 年比战前减少 1 6%， 小麦、玉米 、 水稻、棉花、烟草

均减产 50% 以上，农业遭到极大破坏。 农村手工业进一步

衰溜。 整个经济濒于崩溃。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权

的贪污腐败， 山东国统区的经济陷于全面崩溃。

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解放区，随着各级人民

政权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得以发展壮大。 建立了财税

金融贸易机构，发行解放区货币，进行了排挤敌伪货币的

斗争，开展输入输出贸易，繁荣解放区市场。 新民主主义

经济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及之后的解放战争的全面胜

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山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古代文化的

中心。 这里曾产生过许多杰出的思想家、 科学家、政治家 、

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孔子、孟

子、颜子、曾子、墨子、苟子、庄子、郑玄、仲长统等，

在政治军事方面， 有管仲、晏婴、司马穰直、孙武、吴起、

孙膜、诸葛亮、戚继光等，在历史学方面，有左丘明、华

阶、崔鸿 、 马渊;在文学方面，有东方朔、孔融、王祭、徐

干、左思、鲍照 、 刘础!、王禹儒、李清照、辛弃疾、张养

浩、冯惟敏、李开先、 李攀龙、蒲松龄、孔尚任、 王士模

等;在艺术方面有王裁之 、 颜真卿、李成、张择端、高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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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主 全省概况

为激坊地区。 1 982 年 11 月，设立省辖东营市。 1 983 年，撤

销烟台地区 、 i维坊地区、济宁地区， 设立地专级烟台市、雌

坊市、济宁市。 1985 年，撤销泰安地区，设立地专级泰安

市。 1 987年，威海市升为地专级市。 1 989 年日照市升为地

专级市。 1992 年，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莱芜市升为

地专级市。 1994 年，撤销临沂地区、德州地区，设立地专

级临沂市、德州市。 1 997 年，撤销聊城地区，设立地专级

聊城市。 2000 年，撤销滨州地区、荷泽地区，设立地专级

滨州市、荷泽市。 至 2005 年底，全省划分为济南、青岛、

淄博、枣庄 、 东营、烟台、滩坊、济宁、泰安、威海、日

照 、 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荷泽 1 7个地级市，县

级单位140个，其中，市辖区 49个 、 县级市 31 个、县 60个。

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的南北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

和京沪铁路、京九铁路纵贯南北，穿越境域西部，沟通了

本省与沿海和内陆诸省的联系，胶济铁路横贯东西， 蓝烟

铁路穿行于半岛中部，全省公路通车里程77000多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3000多公里，构成了境内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 。

山东地形，中部突起，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半

岛大都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区;西部、 北部是黄河冲积

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 境内山地

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15. 5%，丘陵占 13.2%，洼地占 4 . 1 %，湖沼

平原占 4 .4%，平原占 5 5% ，其他占 7 . 8% 。

山东的河流分属黄河 、 海河、淮河流域或独流入海。 全

省平均河网密度为 0.24公里/平方公里，长度在 5 公里以上

的河流有 5000 多条，其中，长度在 50 公里以上的 1000 多条，

较重要的有黄河、徒骇河、马颊河、 沂河 、 沫河、大汶河、

小清河、胶莱河、 涨1可 、 大沽河、五龙河、大沽夹河 、 洞

河、万福河、朱赵新河等。

山东的湖泊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与鲁西平原的接

触带上，总面积 1496.6 平方公里，蓄水量 23 . 53 亿立方米。

较大的湖泊有南四湖(由南而北依次为微山湖、昭阳湖、独

山湖、南阳湖)和东平湖。

山东的海岸线全长 3024 .4 公里，大陆海岸线占全国海

岸线的 116，仅次于广东省， 居全国第二位。 沿海岸线有天

然港湾 20余处;有近陆岛屿 296个，其中庙岛群岛由 1 8 个

岛屿组成，面积52 . 5平方公里，为山东沿海最大的岛屿群，

沿海滩涂面积约 3000平方公里， 15米等深线以内水域面积

约 1.3 万余平方公里。 这些优越的地理条件，在海上运输

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上，都将大有作为 。

山东的气候属暖植带季风气候类型。 降水集中，雨热

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 年平均气植 ll'C - 14 .C ，全

省气温地区差异东西大于南北。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在550毫

米- 950毫米之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全省光照资源充足，

平均光照时数为2300小时- 2890小时，热量条件可满足农

作物一年两作的需要。 由于降水量60%以上集中于夏季，故

易形成涝灾，冬春又常发生旱灾，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

山东经济发展较快，改革开放以来逐年持续增长 。

2005 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15% 。 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协

调，出现速度快、效益好、后劲足的新变化。一是结构优

化。三次产业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11. 5: 56.3 :32. 2 调整到

2005 年的 10. 5:5 6 .7:32.8 0 二是效益提高。 200 5 年规模以

上工业实现利税、利润为 3 100亿元和 1 900 亿元，分别增

长 40% 和 45%; 地方财政收入突破 1000亿元，按可比口径

增长 28%。三是品牌增多 。 全省有中国名牌产品 门9个 、 中

国驰名商标 47 个，分别比 2004 年增加了 58 个和 6 个，山

东企业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有了新的提高。 四是创新能力增

强。 全省近两年完成重大引进技术消化创新项目 800 多项，

其中 50% 以上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创新， 30%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每

年以 2 至 3 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 2005 年达到 24% 。 五是

消耗降低。 生态省和节约型社会建设步伐加快， 1000户重

点企业万元工业总产值能耗下降 15 .6%。六是后劲增强。

2005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10000 亿元，增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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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修伺式化也强J

一 、

"博兴县" 一词属于汉语政区地名，其标准读音为

" BóxTng X i à n " 。 它所指代的县级行政区域(地名实体)，位

于山东省北部，地处北纬 38。坷 - 3r 23' ，东经 11 8 。

02 ' - 11 8 0 22' 。东邻东营市东营区、广饶县，西接高青县，

南连桓台县，北靠滨州市滨城区。 面积 900.7 平方公里，人

口 47.8 万。县人民政府驻博兴镇，在省会济南东北 140 公

里 。 为滨州市辖县。

县城一角

博兴县历史悠久，春秋时置博昌邑战国置博昌县。 据

《十三外|志》记载昌水，其势平博，故日博昌 。 " ((续山

东考古录》载汉志博昌下应召力曰 昌水出东莱昌阳，臣

攒日，从东莱至博昌，经历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 "

《汉书· 地理志》载:县势平，故曰博昌 。 《续山东考古录》

载五代唐改博昌为博兴。"五代唐庄宗李存励，为避献

祖讳， 改博昌为博兴，历代沿用至今。

二、博兴县政区沿革简况

在少吴时，属爽坞氏国;尧、舜、禹、夏时属季那氏

国;商初属逢伯陵国，后属蒲姑氏固 。 西周初，居地封太

公望为齐国。春秋置博昌邑与乐安邑。 战固始置博昌县与

乐安县。 西汉时期，今县境内为六县一国 县境东部为利

县， 利县以西为博昌县，县境南部为延乡侯国，县境西南

部为高昌县，县境中部为乐安县，乐安以北为千乘县，县

境北部沿黄地区为温沃县。 诸县中除利县属齐君11，湿沃县

属北海郡外，其余皆属青州千乘郡。 东汉永元七年(95 年)，

改千乘郡为乐安郡(后改"国"复改郡)，今博兴县境内并为

五县，博昌县、乐安县、千乘县、手Ij县、湿沃县，属青外|

乐安国。三国北魏时期，千乘县并入眼沃县，今县境内为

四县: 即博昌县、乐安县、利县和湿沃县。 属青州乐安国 。

晋代， 境内并为博昌县(省乐安县人之)、手IJ县，属青1'1'1乐安

郡。 南朝宋，博昌县移置今寿光县，县境内置乐陵县、阳

信县。 北朝魏置般县，均属青外|总管府乐陵郡。 隋开皇十

文化广场

六年(596年)，撤乐陵县、阳信县及般县，复置博昌县(治所

在博昌故城)。 开皇二十年(600年)， 置新河县，大业初年废，

并人博昌县。 属青外|北海郡。 唐武德二年(6 1 9 年)，复置乐

安县、新河县，连同原博昌县俱属乘州 。 武德八年(625 年)

废乘州，新河、乐安两县并入博昌县。 此时，今县境内除

北部沿黄为湿沃县外，大部地区为博昌县，属河南道青州

府。 总章二年(669 年)，博昌县治所移于乐安故城，即今县

城。 五代时期，五代梁沿袭唐代建置，五代唐庄宗李存勘，

为避献祖(李国昌)讳，改博昌县为博兴县。 属河南道青:川、|北

海郡。 宋代，博兴县属京东东路青州府。 金代，博兴县改

属山东东路益都府。 元初，升博兴县为博兴州、| 。 属中书省

山东东西道宣尉司益都路总管府。 明朝洪武二年( 1369 年)，

改博兴外|为博兴县。 属山东布政司青州府。 清初沿袭明制，

后改属山东省登莱青股道青州府。 民国元年(1 9 1 2年)，属山

东省岱北道;民国四年(1 9 1 5年)，改属济南逗民国十四年

( 1 925 年)，改属淄青道;民国十七年( 1 928 年)废道制，直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山
东
千
年
吉
县
怠

麻大湖风尤

• @ @ 

山东省政府。 民国二十七年(1 938年)，属国民党鲁北行署第

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 940年5月属中共清河区行政专员

公署 1 940年 12月属中共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 1 945 年属

国民党鲁北办事处第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4年 3月属

中共渤海区行政公署五专署 1 945 年 1 0月属中共渤海区行

政公署三专署 1 949 年 6 月 属中共渤海区行政公署清河专

区) 0 1 949年 1 0月 l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渤海行政

公署清河专员公署 1 950 年 5 月改属惠民专员公署 1 958

年9月桓台、齐东两县并入，博兴县改属淄博专员公翠 1 96 1

年 8月桓台县分出，原齐东县划归高青县，博兴县改属惠民

专员公署 1 967 年 2 月改属惠民地区行政公署 1992 年 4

月改属滨州地区行政公署 200 1 年 l 月改属滨州市至今。

@ 

7 于此，为作纪念，故修徐公祠堂。徐任宰相后，徐公祠堂

该称相公堂，遂以堂名村。

3 、 纯化 。 北宋淳化元年 (990 年)， 淳化皇帝曾到此视

察，为作纪念名淳化，后简称纯化。

4 、 贤域。 据旧《博兴县志》记载奄城通志，在县

东北十里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君于蒲城，即

此地，俗称嫌城"。据此，贤城为商末至周之浦姑城，周为

奄城，俗称嫌城，后曰贤城。

5 、 利城。 据《博兴县志》记载西汉置利县城后，居

民相继迁此建村，故名利城。

6 北关 、 西关 、 东关 、 西隅 、 南隅。 均为西汉(前206 -

8 年) 置县城后，居民迁此建村。其中北关建村更早，秦末

居民即迁此建村。

7 、 相公。 据传，战国初，贾、李两姓迁此建村，因村

西南邻襄公家，故名襄公庄;后更名相公。

8 现台 。 据《双台阁石碑》记载西汉末年，居民迁

此建村，因北濒黄河，东临大海，微风清爽，故名清风镇;

后官府在村东南筑起两个烽火台，在台上建起高大雄伟的

玉皇阁，因此阁双层，名日双台阁，该村遂更名双台。

9 、 王海。 唐末，唐姓迁此建村，因村商高处有一清泉，

名曰"海眼泉水丰涌，穿村北流不息。据说，晨立泉

边，向东远眺，能隐望东海，故名望海寨;后因村周围常

年水势汪汪，曾名汪海寨;清初，因王姓多，更名王海寨;

后简称王海。

10 柳桥。 据传，西汉初，居民迁此建村，因村中有

一大柳树被风刮倒， 横卧在乌河上，自然成桥，故名柳桥庄。

11 、 鲁祝。 曾名祝家营、祝家庄，始建于战国(前475 -

22 1 年)，因有一姓祝的将领曾在此安营，故名祝家营，后

更名鲁祝。

12，东寨和西寨。 曾名黄巾寨、黄金寨，东汉末年，居

民迁此建村。 据说 因中平元年 (1 84 年)，黄巾起义军首

领张角曾在此安营扎寨，故名黄巾寨;为图吉祥后沿称黄

金寨;清初，分为东、西两村。

13 、 般若 . 丈八佛.阎庙、兴福等村。 皆以寺庙为名 。

般若、 丈八佛建村都在北魏， 阎庙、兴福建村在西汉初。

14 、 东上耀和西上砸。 据传，商初居民迁此建村，因

地处海滩之上，故名上幢庄，分东 、 西两村，分别为东上

噎、西上幢。

博兴县地名词语特征

博兴县历史悠久，地势平坦，河湖交错，物产丰富，境

内地名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鲜明的历史地理特征。一是古老

的地名比较多。 博兴县境内曾出现过的县邑之名较多，但

从春秋战国时期博昌之名一直沿用，直到五代唐庄宗李存

励，为避献祖讳改博昌县为博兴县。 县境内春秋战国时分

属二邑，西?又为六县一国，隋唐时期境内县名逐渐减少，至

唐武德八年 (625年)，县境内除北部沿黄河为湿沃县外，大

部地区为博昌县，五代后庸最终定名为博兴县。 据考证和l

统计，全县 442 个自然村中，建村千年以上的 46 个，占自

然村总数的 1 0 .4%;建村 1 000 年以下、 500 年以上的 355

个，占自然村总数的 80.3%; 建村 500 年以下、 1 00 年以上

的 37 个，建村 100 年以下的 4 个， 二者合起来占自然村总

数的 9.3%。二是反映河、湖等自然地理状况的地名较多。

如 西闸、傅桥、湾头、龙河、河东、高渡、河里等。三

是以兵营派生的地名较多。 如北营、大营、 屯田、东寨等。

四是以姓氏命名地名的很多。 明朝从山西、河北等地大批

迁民来此定居、垦耕，移民定居后多以姓氏命名村名。全

县 442 个自然村中，以姓氏命名的有近 300 个，占总数的

70%。

县境内千年以上的古村有:

羊桥。 相传，宋太祖赵匡胆即皇位之前，路经此地，

前有横河阻拦，后有敌兵追击，又无船摆渡，正在危急之

时，忽见大白山羊两只，两头相交，四角相拱成桥，赵匡

)乱登羊角安然而过，后为帝，为作纪念，该村取名羊角桥，

后简称羊桥。

2 相公堂。 唐初建村，因唐代名将徐茂公东征曾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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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湾头 、 河里 、 西河西 、 高}罩 、 道口等村。 皆以水

证地而命名 。 如湾头因地处"龙湾"之北，故名湾头庄i 河

里因村周临河，村处河里，故名，西河西因地处北宋运粮

河之西， 故名;高渡因在村南运粮河渡口上设八只大摆渡，

故名高八渡，后简称高渡等。

16 黄家 、 赵楼.董家 、 肖庄 、 鲍庄 、 东伏、 西伏 、 伏

邵 . 伏田 、 冯家 、 兴耿 、 阎坊 、 王浩等村。 都以姓氏命名

村名，建村时间从汉初到宋初不等，距今都有 1000年以上。

还有以从事的行业为村名的如椒园、菜园、店子等，

以离县城距离名村的西三里等，建村时间也都在 1000年以

上。另外，明洪武至永乐年间，从河北枣强、 山西洪洞等

地移民至博兴建村的较多，有300多个。 这些村大都以姓氏

名村， 建村时间都在500年以上。立村500年以下的村较少，

多为当地族姓分支出来另立新村。

'地名实体文化句俗

一、深厚的历史文化

(一)历史渊源

根据考古发现，博兴县境在旧石器时代(约2万年前)已

经成陆。在新石器时代(4千多年前)，境内己是父系氏族社

会， 是人烟较稠密的聚居区。博兴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并

带有古齐文化、佛文化、戏文化、孝文化的特征，是宝贵

的文化遗产。

(二)文物古迹

古遗址

博兴县文物古迹众多。境内有殷商时期的蒲姑城遗址、

北魏时期的丈八佛石造像、明朝嘉庆年间的王海石桥等一

批古迹，其中丈八佛石造像距今已有 1500 多年 。 现境内有

古遗址 140余处，县文物馆现存珍贵文物 3000余件，其中

收藏的南北朝时期的石佛造像及铜佛造像是国内外研究佛

像艺术和佛教文化的珍贵文物。

(1) ~IJ城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 1 8 公里，今店子镇利

城村西南 100 米处 。 东西长 500米，南北宽 300 米，面积 15

万平方米。 198 1 年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此处地表布满商周

和汉代器皿残片， 30 

厘米以下是龙

山文化

层，厚

约 l 米

左右 。

并收

集到

石斧、

石凿、

石铲等

石器和距 、

鼎、高、豆、罐、

盆等陶器及残片 。 据文献记

载和科学考查，利城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址。

(2) 蒲姑城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南 7 公里，今湖滨

镇寨下村北，群众传为"旧城子'\现尚存一土丘。 198 1 年

收集到高足、南沿器盖、网坠等标本，属商周文化遗在 1982

年省考古研究所组织钻探出城墙穷土层 1986 年省考古研

究所探得城墙长度。 根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考查，此处为商

殷时期蒲姑国故城。

(3) 贤城遗址 即商末至周蒲姑城遗址。 位于博兴县

城东北 7 公里，今引黄济青输水河之西，博兴镇贤城村西

北，面积约 100平方米 。 19 8 1 年探得城墙遗址，并采得高、

鼎等遗物残片，为商周、汉代文化遗存。

(4) 博昌城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南约 10公里，今湖

滨镇寨郝村南， 198 1 年探得故城面积 50余万平方米，文化

堆积层厚 1.5 米 。 出土有陶罐、瓦、盆、铜削、盘等器物和

石造碑一件，属春秋、战国、汉、南北朝文化遗存。

(5) 利县城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 1 8 公里，今店子镇

利城东南角，广博河西岸，东西长 500米，南北宽 320 米，

面积约 16万平方米。 据《续山东考古录》载幸IJ县故城在

东南四十里，今利城。 "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利县，

汉置，晋改曰利益，南朝宋省。 故城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

四十里，今日利城镇，遗址尚存。 " ((齐乘》云乐安西北

二十五里，汉利县。 " 1981 年在此采集到瓦、壶、罐、盆等

陶器，均属汉代文化遗存。 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考查，此处

为西汉置利县城遗址。

(6) 延乡城遗址 俗称会城。 在博兴县城南7公里，今

湖滨镇安柴村西 500 米，预备河南岸，博兴与桓台县交界

处，东西长 500余米，南北宽500米，面积25万平方米。 1981

年探得文化堆积层厚 1. 5 米，并采集到瓦、罐、盆等陶器标

本，属周汉文化遗存。 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考查，此处为汉

元帝所封延乡侯国的都城。

(7) 乐陵郡城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北 9 公里，今陈

户镇冯吴村南，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考查， 此处当为南朝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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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而得名 。

博兴县千年以上古城还有利县故城、延乡故城、乐l凌

君[5故城、高昌县故城等。

2 、 古建筑

王海石桥 位于博兴县城东南 19公里，曹王镇王海村

中兴福河上，桥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 (1563 年)，因处王

海村中青龙街上，为图吉祥，曾名凤阳桥;后因处王海村

中，遂更今名 。 桥长 7.4米，宽 5.1 米，高 3.7 米，为青石

结构三孔拱形桥，每孔净宽1.5米，孔眉为浅浮雕的卷草图

案，舒展豪放。中孔顶部眉间刻有一水兽头，撩牙毗目。桥

面两侧各有石栏板 5 块 。 石鼓 2个，栏柱 6根 。 北侧蹭栏板

上雕有"凤阳桥" 三个大字，下刻有"双凤朝阳"图案，其

他四块栏板上刻有"八仙过海"故事画，南侧中间栏板上

刻有"青龙街" 字样，下雕"二龙戏珠"图案，其它四块

栏柱上分别刻有"明嘉靖岁在葵亥建志"铭文和"清道光

岁在戊申重修"字样。各栏柱顶端原周在有石狮、石猴、朝

天猴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文革"时毁。王海石桥造型

玲珑秀美、工艺精致、结构严谨，现基本保存完好。

3 、 古墓葬

(1 )李佐车墓 位于博兴县城北 5 公里，今博兴镇王

木村北。 占地约 600平方米，高4米，底径 30米 。 据旧《博

兴县志》记载为汉代著名军事家李佐车墓"。墓上荆棘

丛生，野草遍布。墓前有清康熙十五年 ( 1676年)，所立喝

石灵位和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县长张其丙所立的"广

武君李佐车墓"石碑。 据说李佐车率部在博兴县城北王木

村附近野外驻扎，不幸病故于此，为作纪念，众将兵在此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之后，每人一兜土筑起此墓。 后来附近

群众感其恩德，每逢清明佳节都络绎不绝地到墓地祭奠、培

土。 因此，该墓虽历经两千余年，但至今仍保存完好，高

大壮观，吸引了不少游人到此瞻仰。

(2) 董永墓 位于博兴县城东北 8 .5 公里，陈户镇董

家村东南5公里。墓碑区占地约500平方米，墓基占地约 100

平方米，高 2.5 米。墓前有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县长

张其丙所立的 "汉孝子董永之墓" 石碑。 民国以来，因风

雨浸蚀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等，墓地亦逐渐缩小。 此处曾

有汉砖出土，证明确系汉墓。 据旧《博兴县志》记载清

道光二卡二年 (1842年)，邑人高学礼等曾重修董永墓。 "此

外，在博兴城内曾建有可JJ孝祠在董家庄曾建有"董公

庙并塑有大型董永像 。 民国前，董家庄一带村民，逢年

过节都要在董永墓前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家家户户悬

挂董永像，以示纪念。 1986 年经专家论证认为·董永实有

其人。

4 、 古石衷IJ

丈八佛石造像 于博兴县城东南 10公里，今湖滨镇寨

高村西北角，佛像建造最迟不晚于东魏天平元年 (534年) , 

因原处兴国寺内，亦名兴国寺石造像;后因佛像高约一丈

八尺，故名丈八佛。 佛像高 6.75 米，底座高J.5米，底面积

7.29 平方米。 为单身立式圆雕青石造像。高肉案、面方圆、

微笑，丰颐大耳、法相庄严，身披"褒衣博带式"通肩架

泼，内着僧支抵，胸前打结，手施无畏与愿印，赤足立于

莲花座上。 佛像雕刻精致，造型生动，人体比例准确，衣

纹舒展流畅，堪称艺术珍品 。 据史料记载:北魏永照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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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郡故城。

(8) 龙华寺遗址 位于博兴县城东北 8.5 公里，今陈

户镇西南，张(店)东(营)铁路东。东西长 2000 米， 南

北宽 1500米，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据 1983 年在此出土的

北魏太和二年 (478 年)至隋仁寿三年 (603 年)百余件铜

造像可证:寺院始建于北魏中、晚期，隋代曾重修过，清

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又重修过。 据说寺院大门朝南，分

前 、 后两|觅，院内建有大正殿，东、西厢房和钟鼓楼等，建

筑雄伟、壮丽、古朴、大方， 富有民族特色 。 大殿内正面

有三尊佛像，十八个罗汉分立两边，佛像造形生动，栩栩

如生 。 后年久失修建筑物全部倒塌，仅剩遗址至今 。 在此

出土的隋仁寿三年 ( 603 年)龙华碑，碑案高 0.95 米，宽

1. 16 米，上刻 "二龙戏珠"图案，造形生动 。 碑额篆刻"奉

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字样。 碑身高 1 .45 米，宽1.06

米，碑文 25 行，行存 50字，字体为楷书，端正古朴、道劲

有力，尚有魏碑遗风。 1976年还出土石像 70余件，可谓北

朝佳品，另外还多次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等文物 。 这些

珍贵文物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历史、书法、佛教、文学、艺

术等都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9) 商殷蒲姑故城 即商殷蒲姑初都。 位于博兴县城

东南7公里，今湖滨镇寨下村北，小清河北岸，小清河分洪

河南岸，东西长 500米，南北宽 400米，面积 20万平方米。

据《辞海》载 "蒲姑一作毫姑，古国名 。 在今山东博兴东

南。 在周成王即位时，随同武庚和东方夷族反抗周朝，被

周公所灭作为吕尚的封地。 " ((续山东考古录》博兴县载.

"蒲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 今柳桥一蒲姑城与博昌城隔时水

而甚近，蒲姑城在博昌西北数里耳。"旧《博兴县志》载:

"蒲姑城通志一作薄姑，又作姑弈，在县南十五里，柳桥社

括地志 。"由此可证.蒲姑故城即在今湖滨镇寨下村北，小

清河北岸，群众传为"旧城子 现尚存一土丘。

(10) 商末至周蒲姑城 位于博兴县城东北 7公里，今

引黄济青输水河之西，博兴镇贤城村西北，面积约 100平方

米。 据《续山东考古录)): "成王即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 "

又云今县东北十里许有奄城，俗日嫌城， tlp奄君所迁。 "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载蒲姑，古故城地名 。 在今山

东博兴县东北， 一名薄姑，成王灭奄迁其君于此，作薄姑。"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蒲姑，在山东博兴县东北，一

作薄姑，本殷周间诸侯。 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君

于薄姑。 198 1 年县文物管理所在此探得城墙遗址，并采得

高、鼎等遗物残片，为商周、汉代文化遗存。今贤城，城

头两村均因于贤城遗址附近而得名 。

(11 )博昌故城 位于博兴县城东南约 10 公里，今湖

滨镇寨郝村南。 南北长 750 米，东西宽 700 米，面积约 52.5

万平方米 。 据《中文大辞典》载博昌，春秋齐邑。 " ((资

治通鉴》载: 战国周赦王三十一年(前 28 4 年)......漳齿

欲与燕分齐地，乃执汹王而数之日千乘博昌之间，方数

百里，雨J血泊衣，王知之乎? " 198 1 年探得故城面积 50余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1. 5 米 。 出土有陶罐、瓦、盆、铜

削、盘等器物和石造碑一件，属春秋、战国、汉、南北朝

文化遗存。 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考查，此处当为春秋齐国博

昌故城。今湖滨镇的东门、南门、西门、前门和兴福镇的

城外李、城外王、城外徐、城外刘等村皆因位于博昌故城

@ 



G 

普雷

(534 年)，在此始建一大寺院，名曰"兴国寺" 。 佛像就座

落在寺院的正殿中。 当初，佛像面涂金色，身披彩桨，极

董公祠

为壮观。 佛像正面左右各雕有供养人六、比丘一、中间有

一人双手拱搏山炉状。 正殿内立有五幢石碑，中间较大的

石碑上雕有 29 尊不同形象的大小佛像，雕刻精致，栩栩如

生 。立于两旁的4幢石碑上分别刻有. "元朝元贞二年重修"、

"明朝景泰元年重修"、"明朝万历元年重修"、"清朝道光六

年重修"的碑记。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有"香火会'\香火

兴盛，远近闻名 。 至清末终因寺院年久失修而倾妃，仅存

丈八佛石造像矗立于此。 在"文革"时期，佛像也遭厄运，

佛头被拉掉，当地人民为保护这一珍贵文物于 1 976年重新

予以修复。

(三)历史人物

博兴县人杰地灵，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优

秀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文臣武将，也有能工巧匠、学

者大儒， 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 。 比较著名的有:

孙武 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县)人。

中国古代军事学奠基人。 其祖父田书(即孙书)为齐国名将，

因攻打EZ固立了战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并食采于乐安。 孙

武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熟读兵书，为其后来走上军事家生

涯奠定了基础。 前 532年夏季，齐国发生陈、鲍、奕、高囚

姓之乱。 为避内乱，孙武奔波到吴国，隐居乡间，继续刻

苦钻研兵法，著书立说。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著成((孙

子兵法》卡三篇。 前 512年，大臣伍子青向吴王闺阁推荐孙

武为将。 前 506年，在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的军队五战五

捷，攻入楚国的那都(今湖北江陵)。 前 484年，吴军在齐国

艾陵重创齐军 。 前 482 年黄池会盟， 吴国取代了晋国的霸

主地位。 孙武一生著"兵法"多篇 。 流传至今的《孙子兵

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兵书，被列为《武

经七书》之首。 孙武被誉为"兵圣"、"兵家鼻祖受到国

内外的推崇。

1/]1炎 字叔然， 三国魏乐安(今博兴县)人，孙武的第

二十代孙，著名的经学家、 训Jl ì古家。 受业于郑玄，人称东

州大儒。 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曾征聘其为秘

书监，孙炎坚辞不受。 经学家王肃不赞成郑玄的学术观点，

著《圣证论》讥难郑玄。 孙炎奋起反驳，维护郑玄学说。 其

著作有《周易春秋>>，并为《毛诗》、时Lì2>>、《春秋三传》、

《国语》 等书作注。 所撰《尔雅音义》 一书用反切音。 反切

音即从此盛行。 北齐颜之推作《颜氏家训》、《音辞》沿用

其反切音。 唐代陆法明《经典释丈》曾引其反切音若干则 。

清代马翰《玉函山房辑{失书》有辑本。

蒋少游 南北朝时期北魏博昌县(今博兴县)人。 性机

北魏丈八佛像

巧，能刻善画，好文学。 初，流落平城(今山西省代县东)，

以誉写书籍为业。 后被召为中书省写书生，得到中书令高

允的赏识，推荐为中书博士。 继而任为太常少卿。 孝文帝

时，令其设计主持制作官服、营建太庙及华林殿、太极殿

等。 后为散骑侍郎，又将华林殿修旧增新，改作金铺城门

楼。 其设计工艺得到众人赞赏，誉为"如美" 。 死于景明二

年(501 年) 。 赠龙骤将军、青州刺史 。 有文集十余卷。

牛存节 字赞正，唐末博昌县(今博兴县)人。 初在河

阳为诸葛爽部卒。 诸葛爽死后，率 10余人投归朱温，为小

校。一生治军严明，久战沙场，屡建战功。 中和四年(884年)

黄巢起义军将领张嘎进攻沐州，牛存节率军抵御，破其二

寨。 光启三年(887 年)朱温遣将攻楼州，存节英勇善战，破

究、鄂兵，多立战功 。 光启四年(888 年)李罕之围困唐将张

全义于河阳，朱强派存节为前锋，击走李罕之军，解河阳

之围 。 朱温攻打魏1'1' 1 ，牛存节率兵攻占黎阳、 iI备河等，杀

敌万余人，升指挥使。 乾宁四年(897 年)，牛存节随葛从周



@ 

-
山
东
千
年
吉
县
混

1L 

• 
典小说和民间故事。 孙中新受母亲影响，自幼酷爱演唱， 17 

岁前就学会了打花鼓，唱凤阳歌、莲花落等民间曲艺 。 后

从师学戏， 精通皮簧、 梆子、把腔。 他多才多艺，既能演唱，

又擅长司鼓操琴， 常与当地民间艺人搭档，在集市和庙会

上演出，深得群众赞赏。 1 880 年，孙中新联合刘峦峰、张

贵兰、张保光搭伙卖艺 。 他们将原来由演员兼操乐器，以

第三人称演唱故事的形式，改为演员上装扮演角色，伴奏

退到后场的演出形式，从而形成了吕剧的萌芽。 孙中新在

自己多年的戏曲演唱过程中，创造性地将炖腔、梆子、 京

戏、琴书的曲调、 曲牌、打击乐和表演艺术，运用到自己

的戏中，改编了《看瓜园》、《后娘打孩子以《崔金定上坟》、

《三贤以即后来的((小姑贤)))等剧目 。 因这些剧目最初没有

台本，演员按照故事情节需要随机而唱。 当同行们问这种

剧叫啥名时，孙中新说"咱们的戏是顺藤摸瓜，捋着重子

捋到底，就叫捋戏吧。"捋戏之名从此传开。

一
一 、 地理文化

(一)经济概况

博兴县地理位置优越，境内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济

东铁路、 205 国道纵贯南北，博辛、激高、广青等省道横结

成网;县城南距济青高速公路40公里，西距滨博高速公路

不足 IO 公里，地处烟台、威海、青岛联结京津地区的枢纽

位置。 境内矿藏丰富，主要有石油、天然气和沙砾等。 其

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是胜利油田的重要产油

区。 胜利油田的前线基地就设在博兴县陈户镇、纯化镇。 境

内河、湖密布，黄河从北部横穿而过，有打渔张国家森林

公园可供观河、游览;南部有鲁北明珠麻大湖是旅游消暑

的好去处。 另外，还有洪福寺碑林、兴国寺等旅游景点。

博兴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是"中国

优质西红柿之乡 山东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和l无公害蔬菜

生产基地、全省养殖面积最大的淡水养殖基地。 近年来，县

域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工业主导型特征。 己培育形成了石油

化工和精细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新型建材等产业，是

全国最大的植物油加工基地、不锈钢厨房设备生产基地、草

柳编出口基地、石材机械加工基地、长江以北最大的黑白

铁批发加工集散地。 2004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75. 6 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 42 亿元，县财政总收入 6. 74 亿元，其

中地方财政收入3 . 2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0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675 元。 近年来，博兴县坚持科学发

展现，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建成市级以上文明单

位 34个，好税官张群成为全国学习的楷模，兴福镇被命名

为"全国创建精神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 。 全县有 10个项

目列入国家火炬、星火计划和省科技攻关计划，获得省级

以上科技成果9项 。 博兴县被授予"全国疾病普查先进县"、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

县"、"平安山东建设先进县"、"全省双拥模范县"、"全国

老龄工作先进县"等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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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特土产

地方特产有老粗布、蓝印花布、草柳编制品、黄河刀

攻郭城，配部失期， 存节独破郭城西瓮城门，夺其1豪桥，泞

兵得以进，遂攻占军刷、|、1 ，擒杀朱宣。 继之，随葛从周进军

淮南攻打杨行密军 。 从周军败于掉河。 存节收其散兵 8000

人回归，任为毫、宿二州刺史。朱宣鄂州兵败被杀后，朱

瑾南奔逃吴，召吴兵攻徐、宿二外| 。 因宿州沟垒坚固，存

节料定朱瑾兵必不攻宿州，乃乘夜引兵至徐州城下，瑾兵

方至， 见存节有备，撤兵退去。存节遂升任游外|都指挥使。

旋任邢州团练使，元帅府左都押衔。 朱温称帝，建立梁朝，

任存节为右干卫上将军。 随康怀莫攻j路州、1 ，为行营排阵便。

晋李存励军破梁夹城，梁军溃败，逃亡甚众。存节率余兵

归 。 行至天井关，闻晋兵攻泽州，十分危急，遂率兵至泽

州，守城。 晋军穴地攻之，存节亦穴地应之，晋军攻不下

泽州城，撤兵退去。牛存节升任左龙虎统军六军都指挥使。

继任络外l刺史等职，留后州 。 又任匡国军节度使。 后梁乾

化二年(9 1 2 年)，朱友硅杀其父朱温后继位，护国节度使朱

友谦起兵讨伐朱友硅，投晋，与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叛梁

的忠武节度使刘知俊，对牛存节军形成东西夹攻之势，存

节部被与困于同洲 。 同外|水威少井，晋军意欲粱军因渴而

疲惫，以消灭粱军。存节择地凿井 80 眼，水甘甜可饮，朱

友谦兵克城无望，撤去。 乾化三年(9 13 年)均王朱友贞起兵

反朱友硅，在洛阳杀朱友硅即位，是为末帝。 牛存节升迁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蒋殷在徐州叛梁，存节率兵攻破平息。

末帝升存节为太尉。 后梁贞明四年(9 1 8 年)，梁、晋双方陈

兵河边苦战，牛存节带病督军决战，相持数月，病危时被

召回京。死后，赠太师。

顾颐 顾连璧子，自幼闭门读书，喜好文章，亦富有

文果，戊戌年(1 528 年)考中二甲第十名进士。 任磁州知州 。

曾疏泼河道，兴修水利，使 3000 顷粮田得到灌慨。还修筑

道路，建长桥，名顾公桥。 万历葵卵年( 1603年)升为南京兵

部车驾司员外郎，甲辰年(1 604年)又升为武选司郎中，庚戌

年(1 616年)授河南知府，圭子年(1 612年)升任山西冀南道参

议 。 他严行保甲，缮修墩铺，修城池，政绩卓著。 乙卵年

( 161 5年)任河东道参政，旋即调任辽东布政使司参政。 布政

使李维翰与大将军张承j凯驻守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顾颐

与副将军驻防辽阳，辖抚顺堡。 时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降

后金，后金袭击抚顺堡，顾颐率兵出击，追至虎皮驿。 后

金围辽阳， 抚院亲至辽阳督战，刻令进击，顾颐率军深入，

山峻涧险，伏兵四起，顾颐军大败。 顾颐只余残兵，粮饷

不继。 顾颐献出个人傣钱及妻子首饰充作军饷，以励士气。

时敌兵临城下，顾颐巡城， 见大势已去， 仰天痛哭，望着

京城数拜后，挥笔于墙书写豪壮短诗一首边疆失守，臣

子何颜，无力报国，甘心九泉 。"遂自缆。 死后赠太仆寺少

卿。 长子顾嘉兴官至两淮通判，其孙顾思源官青州卫千户 。

宋景云 博兴县人。 明万历乙未年(1 595年)考中进士。

其曾祖宋志开过旅店，因"追客还遗金"载入旧县志。 宋

景云曾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后升任湖广巡抚。曾向皇

帝上疏八条建议(惜来传世)，均被采纳 。 他著有《四书大义》

数十卷， ((毛诗发微》百万余字( I日志称亿万言)。 长子宋样

兴官内阁中书舍人，曾协助其父编写《四书大义》和《毛

诗发微))，并在宋景云谢世后将书刻印行世。

孙中新(1852 - 1930) 博兴县纯化乡西王文村人。 孙

中新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其母通戏曲， 尤善讲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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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麻大湖白莲藕、不锈钢厨具等 。

三 、 乡土文化

(一)万言文化

博兴方言统属于汉语北方方言的北方官话。 在山东境

内属鲁北方言的一个地方分支，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

面者1\带着北方官话及鲁北方言的共同特点 。 博兴方言拥有

大量颇具地方色彩的词语如老彭儿(太阳)"、"捻儿(地

方)"、"多咱(什么时候)"等;口语中轻声和儿化现象较

多，如今们儿(今天)"等;词语后缀丰富，并很具地

方特色，如"子"、"气"、"么" ("档子"、"苦气"、"寻么")

等。在语法上，一是单音形容词重叠可不表程度加深，如

"圆圆脸"、"精短短"等; 二是指示代词三分为"这"、"也\

可~"同时指别三个方位; 三是有许多较为特殊的词组或句

子格式，如演电影开了(演开电影了)"、"知不到(不知

道)"、"去啊不(去不去)"等。

(二)民间艺术

博兴县文化璀躁，孝文化、戏文化、佛文化闰名国内

外。 地方特色文化有耍狮子、踩高烧等，戏曲有吕剧、 II:!G 腔等。

小戏艺术节开幕式

总之，博兴县人文历史资源丰富，且富有个性 、 独具

特色，为世人称道。 目前，博兴县委、县人民政府带领全

县人民，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 小康社会的目标， 解

放思想、加快发展，各项事业者1\取得了长足进步。申报"千

吕刷《老冤蛋当选》

年古县必将对提高博兴知名度， 1J1J快博兴县发展的步伐

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王敬国 /文王晓兵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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