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 

 

荣成市 

荣成市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总面积 1392 平方千米。2008年末全市户籍总

人口为 667472 人。 荣成属暖温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12℃左右，年平均日

照 2600 小时左右，年平均降雨量 800 毫米左右。 

基本概况 

  市人民政府驻地邮编：264300。行政区划代码：371082。区号：0631。拼音：Rongcheng 

Shi。  

荣成名片 

· 中国魅力城市   · 优秀旅游城市   · 生态园林城市   · 人居范例城

市   · 环保模范城市   · 新兴工业强市   · 沿海开放城市   · 海洋经济

大市   · 国家级海洋食品名城  

历史沿革 

明置成山卫，清改荣成县。因境内荣山、成山二山首字得名。1988 年 11月 1 日，撤销

荣成县，以其行政区域设立荣成市。1989 年 12 月 18 日，撤销寻山乡，设立寻山镇；撤销

东山乡，设立东山镇；撤销宁津乡，设立宁津镇；撤销王连乡，设立王连镇；撤销邱家乡，

设立邱家镇；撤销夏庄乡，设立夏庄镇；撤销泊于乡，设立泊于镇；撤销崖西乡，设立崖西

镇；撤销马道乡，设立马道镇；撤销大疃乡，设立大疃镇；撤销黄山乡，设立黄山镇；撤销

崂山乡，设立崂山镇。1993 年 10 月 19 日，撤销港西乡，设立港西镇；撤销荫子乡，设立

荫子镇；撤销镆铘岛乡，设立镆铘岛镇；撤销兰家乡，以原兰家乡的行政区域和崖头镇的徐

家村设立城西镇，镇人民政府驻徐家村。1994年 6 月 23 日，将桥头镇、泊于镇 2镇整建制

划归威海市环翠区。1998 年 11 月 18 日，将东山镇的上谭家、下谭家、桃园 3 个村和宁津

镇的山前、青木寨 2 个村划归石岛镇管辖。2000 年 6 月 23日，撤销城西镇，将其行政区域

并入崖头镇；撤销斥山镇，将其行政区域并入石岛镇；撤销镆铘岛镇，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宁

津镇；撤销龙须岛镇，将其行政区域并入成山卫镇。2000 年，荣成市辖 22 个镇。总人口 732147



第七章：威海名人 

孙万林 

人物简介 
孙万林（1843～1905），字寿卿，利辛县孙集镇孙小寨人，清末将领。 
孙万林出身农民家庭，家贫卖烙馍谋生，身矮力大，三次从军，皆为身高不

足未就。清同治初，到德州投营入伍，隶嵩武军张曜麾下，作战勇敢，不久提升

外委（清代额外低级官员），不久升为统领。张曜任河南布政使时，为御史刘毓

楠以“目不识丁”参奏。孙万林由此警悟：欲成大器，必须读书。此后发愤攻读，

暇时手不释卷，由是文墨渐通。光绪十年（1884 年），从张曜入京，疏浚皇城北

城河。光绪十二年复从张曜查勘山东河工。张曜就任山东巡抚，孙万林奉命驻烟

台石灰窑，担任修筑宁海州（今山东牟平）至威海卫西山口道路。光绪二十年，

中日战争爆发，孙万林部受山东巡抚李秉衡调遣，指挥嵩武中军右营兼招募福字

三炮队驻守荣城，策应先行抗日部队。在桥头遇河防五营溃兵，李秉衡命孙万林

兼统应战。日军进至桥头，孙万林率部与敌激战于孙家滩。因兵力不足，退守文

登县的龙泉塘、小卢庄、申阁子等地，再与日军交锋，毙敌多人，日军稍退。光

绪二十一年驻文登城内，将原部改为东字正军五营。光绪二十四年驻平度县，归

军统夏辛酉节制，涉嫌阎得胜临阵脱逃案被革职，发往军台（设在新疆、蒙古一

带的邮驿）效力。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抚奏明其冤，赦孙万林回充武卫中

军前路前营，任管带。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孙万林改任武卫中军前路统领，恢复

原官衔，率军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节驻地，后改任陕西河州镇总兵。同年十月二

十六日慈禧太后西逃，孙万林护驾至大同，改授南阳镇总兵。光绪三十年调往四

川松潘镇。翌年六月藏民起义，孙万林仅带随从 2 人深入藏民区，婉言相劝，

罢兵议和。归途中瘴毒疠气而病死。  

丛禾生 

丛禾生(1871—1940) ，名涟珠，又名宝清，字禾生。山东省文登市文城镇

北宫村人，丛禾生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专心教育，被誉为山东近代教育家。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廪生资格考入济南优级师范第一班。1903 年官费

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学习，1905 年夏毕业回国。为挽救孱弱的祖国，他力主学习

西方科学文化，征得烟台渔业公司总办王季樵和东海关道何秋辇赞助支持，奔波

于胶东十余县，发动知识分子 83 人，如徐镜心、谢鸿涛、马秋仪等，自费去日

本留学。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山东辛亥革命骨干。受旅日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

参加了推翻清政府活动，写信鼓励国内弟弟丛琬珠、丛玖珠参加革命。  
  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5 月，丛禾生与同盟会员于春暄等在烟台创办东牟公

学。该校后来成为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 同年 8 月，再次东渡，入日本早稻

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11 月， 由胡瑛介绍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

等均有交往。  
  1907 年 1 月， 被山东提学司电召回国，任省学务处视学员。辛亥革命中，



     他创办义学，兴办药局，协助建学署，在文庙东重修射圃。1683 年升任湖广都司。 
离威海卫后，百姓在环翠楼为其立“去思碑”，以作纪念。 
    李标喜欢作诗，著有《宜堂诗集》，刊刻成帙。 

第八章：风土人情 

乳山大鼓 

 

乳山大鼓，俗称“瞎子唱”，据说是西河大鼓传入乳山后，当地盲艺人在世代传唱过程

中，加入了自己的方言俚语，逐步演化而成的。由于唱词随乡入俗，通俗易懂，从而激发了

群众的欣赏兴趣。从旧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乳山乡村最主要的文艺娱乐形式。盲人

演唱组合，各村争相请艺，很受欢迎。演唱的剧目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依次有《封神榜》、

《绒线记》、《秦香莲》、《杨家将》、《说唐传》、《三国》、《七七事变》、《白毛女》、《三上桥》、

《小二黑结婚》、《乳山英模谱》、《农业学大寨》等。 

乳山大鼓，据说是西河大鼓传入乳山后，当地盲艺人在世代传唱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

方言俚语，逐步演化而成的。由于唱词随乡入俗，通俗易懂，从而提高了群众的欣赏兴趣。

从旧社会到解放初期，成为了乳山乡村最主要的文艺娱乐形式。盲人演唱组合，各村争的争、

抢的抢，很受欢迎。 

那时的盲孩，几乎都拜师学艺从事这种大鼓的演唱。嗓音条件差的做乐手，嗓音条件好

的做歌手。曾涌现出一些明星式的盲艺人，深受听众喜爱。著名的盲艺人，并拥有粉丝团，

跟场助兴。在文艺生活贫乏的岁月里，劳作一天的人们，晚上能提着小凳子到街上听大鼓，

那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我少年时期就是个大鼓迷，我懂那时人们对大鼓的情感。 

乳山大鼓的伴乐有，小鼓、三弦、坠琴、胡琴、钢板、笛子等，合奏起来美妙动听。唱主角

的要边打鼓、边打钢板，其他人员或伴奏或和唱，扬抑顿挫，同调别韵，格外好听。有时候，

也能一个人自拉自唱或者自弹自唱，真是一人一台戏，饶有趣味。 

关于乳山大鼓，现可找到的记载资料大致有：1941 年以后，在抗日政府的组织下，乳

山成立了“盲人抗日救国会”，编排抗日节日，走乡串村，进行爱国救亡宣传。1953 年改盲

救会为“盲人曲艺协会”，共有会员 40 多人。1963 年扩大组织，会员成倍增加。1977 年，

县文化馆把盲艺人分成了几个组，对外使用“盲人宣传队”的名称，分赴全县各地巡回演唱。

县广播站也时常灌制录音，在广播里播放。后来由于电影电视的兴起，至 1990 年前后，各

盲人宣传队陆续解散。 



互相爱慕，表现了十足的人情味和生活趣味。  

    其它形式还有跑旱船、耍龙灯、骑黑驴、踩高跷、舞狮子、唐僧师徒取经、猪八戒

背媳妇等，也经常出现在大秧歌队伍中。  

    乳山大秧歌的伴奏以打击乐为主，兼有竹、管、弦等乐器。伴奏乐谱有《快走阵》

和《慢走阵》两种，唱腔有《花鼓调》《跑四川调》《大夫调》《货郎调》及一些民间小调等。  

    乳山大秧歌现时有所改革，前面的执事部分现多以彩车代替，彩车载着锣鼓开道；

中间舞队部分中的鞭舞现已很少见，花鼓和彩扇居多；后面自由舞部分中的一些套路还在，

内容在变革，以宣传移风易俗题材为多。乳山大秧歌这古老的"街舞"，裹挟浓郁的时代气息，

散发出新的魅力。  

    乳山秧歌风格的分界线很明显，这在全国县域里是极其罕见的。乳山河以西，与海

阳大秧歌同根同源，称之为乳山大秧歌；乳山河以东，则保持了小秧歌元素。明清以来，高

跷、地蹦、舞龙、舞狮、旱船、花车、赶脚、打杈、花棍、採茶、龙灯、荷花灯、跑黑驴、

小放牛、伞鼓舞、花鞭鼓、虎牛斗、独竿桥、撮擂子、摇葫芦、渔夫与樵夫、货郎与翠花、

锢漏匠和王大娘、丑婆子和傻小子、唐僧师徒取经、猪八戒背媳妇、姜老背姜婆、大头和尚

嬉柳翠等秧歌艺术形式，在乳山都出现过，"一村一品"耍小场、单项独立地演出，称之为乳

山小秧歌。夏西火龙秧歌是典型创新的小秧歌形式。  

    夏西村火龙秧歌，一条龙为一组。龙头很大，能喷火焰。龙身九节，每节 80～90

厘米，节箱内有蜡烛。节与节之间，有 1.5～2.0 米的绳索相联，龙尾修长，很有韵律，整

个龙长 28～30 米。所有部位，都是用杆子擎着舞动的。前面有一位擎珠人，是领舞者，用

龙珠引领全龙舞动。长长的"龙衣"，红底黄鳞，鲜艳无比。一条龙舞蹈起来，至少要 16 人

高度协调才能完成。喷火的时候，是擎珠人和龙首舞者配合完成的。喷火绝技是夏西人祖传

的。夏西火龙，单条起舞，就足让人震撼的了，如果是"二龙戏珠""五龙拜月""九龙朝阳"，

可以想像是何等大气、何等壮观、何等热闹。  

第九章：历史事件 

胶东起义 

  1935 年 11 月 29 日，中共山东省胶东特委在该省东部的文登、荣城、威海、牟平、海

阳等县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  

  胶东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自发的农民斗争此起彼伏。为领导胶东人民反

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共胶东特委对胶东的土地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发动。1934

年 8 月 15 日，山东省团工委（山东省委遭破坏后由团工委暂时主持省委工作）指示胶东特

委，应立即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和胶东苏区。10 月 25 日，胶东特委分析了胶东各县

的客观条件，部署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35 年夏，胶东特委在荣城石岛举办军政训练

班，培养起义骨干。8 月至 11 月，特委在牟平县、文登县和烟台市多次举行会议，酝酿起

义计划。  

  1935 年 11 月 18 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天寿宫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会议

的有张连珠、程伦、曹云章、张修巳、于得水等领导人。会议决定于 11 月 26 日发动起义。

并组成起义指挥部，特委书记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起义队伍定名为“中国工

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天寿宫会议后，因未按时准备好，特委临时决定将起义时间推迟 3

天，改为 11月 29 日举行。  



第十章：威海文化 

历史沿革 

  威海市历史悠久。据境内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

生息繁衍。境内之远古历史，已经难考。《史记·夏本纪》云：“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西汉孔安国曰：“东表之地称嵎夷。”清胡谓《禹贡锥指》称：“今登州、莱州二府，皆为

禹贡莱夷之地。”据此推断，夏、商、周三代今市境为东方嵎夷之地，属青州，有莱夷聚居。  

春秋时期 

  境内先后为莱子国地、齐国东莱地。莱子国为姜姓东方夷国。清宣统《山东通志卷二

十·封建》云：“春秋襄公七年，齐晏弱围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棠，莱邑，晏弱围棠灭之，

迁莱于郳。”齐灭莱后，因莱地位于齐国之东，始称东莱（一说在历史上莱与东莱是两个国

家）。《汉书·地理志》不夜县注曰：“《齐地记》云：‘古有日夜出，见于东莱，故莱子立

此城以不夜为名。’”不夜城旧址在今荣成市不夜村。清道光《荣成县志》谓：“不夜城边

耕夫往往得古刀钱，其文云‘夜昜止保货’，是不夜又名夜昜矣。”  

战国时期 

  境内属齐国东莱地。《国语·齐语》云：“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自莱归齐至秦统一

六国，今市境一直为齐东莱地。  

秦代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今市境先属齐郡，后属胶东郡，为腄县

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并勃海以东，过黄、腄，

穷成山、之罘，立石颂秦德焉”。秦之腄县，设治于今烟台市福山区境内，以东别无他县。  

西汉时期 

  境内属青州东莱郡地。《汉书·地理志》东莱郡注谓：“高帝置。师古曰：故莱子国也。”

东莱郡治在今莱州市，领县十七，今市境内置有不夜县（设治于今荣成市不夜）、昌阳县（设

治于今文登市宋村东）、育犁县（设治于今乳山市城阴村南）。是为境内有县级政区建置之始。  

东汉时期 

  东汉初省并不夜、育犁二县，境内仍属青州东莱郡。郡治由今莱州市迁至今龙口市黄城

集。1986 年，在威海市区塔山北麓出土“长贵亭侯”龟钮铜印，其形制为东汉遗物。亭是

县属行政单位。可知，东汉时，今市区一带曾是昌阳县长贵亭侯的封地。  

三国时期 

  境内属魏东莱郡地，设昌阳县。  

西晋时期 

  晋初，省昌阳县并入长广县，属长广郡，今市境南部属之，郡治在今海阳市发城（一说

驻不其，在今青岛市城阳区城阳村北）。同时改东莱郡为东莱国（都掖县，今莱州），市境北

部属之，为牟平县地，县治在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惠帝元康八年（公元 298 年），又析长

广县复置昌阳县，设治于今莱阳市照旺庄，仍属长广郡。自晋至北齐间，昆嵛山以东不再有

县治。  

东晋十六国时期 

  后赵在牟平县析置东牟郡东牟县，今市境北部属之，郡治、县治均在今烟台市牟平区。

境南部仍属长广郡，为昌阳县地。前燕、前秦、后燕、南燕四代相沿未改。  

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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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 

   境内大部分地区先后为山东省胶东道、东海道和胶东区地。民国二年（1913年）裁并

府、州，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境内除租界区外，文登、荣成二县属山东省胶东道。1925

年，分胶东道置东海道，境内属之。1928 年废道制，实行省、县二级制，文登、荣成二县

直属山东省。1930年 10月，威海卫收回，置威海卫行政区，直隶行政院。1938～1942 年，

国民政府先后将山东省划为三个行署区，17 个行政督察区，文登、荣成二县属胶东行署区

第七行政督察区。1942 年 12 月，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被国民政府撤销。1945 年 10 月，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撤销了三个行署区，设立六个省政府办事处，分别领辖 17 个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今境内属鲁东（第六）办事处第七行政督察区。自 1945 年 8 月以后，境内除威海

卫市市区北部曾被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过外，其余全部已是解放区。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发展形成了行政管辖区

域。从 1940 年 4 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在荣成、文登和威海

卫建立；9 月，东海专区成立，威海卫行政办事处和荣成县、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属之。其

后，境内先后又成立文西、文东（文登）、牟海行政公署等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属东海专区。

1942 年 7 月，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东海专区属之。1945 年 8 月，威海卫解放，奉山

东省政府命令，成立威海卫市，与东海专区皆隶属胶东行政区。1948 年 3 月，威海卫市改

属东海专区。专员公署驻文登。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至 1987 年 6 月，境内先后属东海专区、文登专区、莱阳专区、烟台专区

和烟台地区、烟台市。1950 年 5 月 9 日，经政务院批准，撤销胶东行政区和东海专区，组

建文登专区，专员公署驻文登。其时，境内有威海、荣成、文登、昆嵛、乳山五县。1954

年 10 月，威海市由专区辖市改为省辖市（县级），由文登专区督导。1956 年 2 月 24日，经

国务院批准，撤销文登专区，所属县市并入莱阳专区，专员公署驻莱阳。其时，境内设有文

登县、荣成县、乳山县和威海市。1958 年 10 月 18 日，经国务院批准，莱阳专区更名为烟

台专区，专员公署迁烟台市。同年，威海市由省辖市（县级）改为专区辖市，属烟台专区。

1967 年 2 月，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烟台专区改称烟台地区，今境内属之。1983 年 8

月 30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烟台地区，烟台市升为省辖市，威海市仍为省辖县级市，由

烟台市代管。1987 年 6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威海市升为地级市，原县级威海市行政区

域改设为环翠区；同时，将烟台市所辖荣成、文登、乳山三县划归威海市管辖。 

第十一章：威海名校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创建于 1984 年,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 工程”

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山东大学在威海设立的一个校区，办学理念为山

大特色、中国一流、世界水平，是我国高校和地方政府联合共建的第一所大学，学校在“统

分结合、优势互补、各具特色、一体发展”的“大山东大学”发展架构下，面向全国一本线

上招生，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与山东大学本部同样级别，为“211 工程”和“985 工程”国家

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