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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欣闻《台前县志》即将付梓，无限感慨。阅览志稿，内容浩瀚，一县

风情，跃然入目：千年盛衰，展卷而知。此诚台前文化史上之盛举，值

得庆贺o

我出生在台前这块热土，曾吮吸台前大地的泥土芳香，翻阅这部

叠印着历代人民奋进脚印的新志书，油然涌起无限乡情。

台前地处黄河流域，历史悠久，古老文明，民风淳朴，人杰地灵。

玉皇岭、徐蝈堆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印证着早在新石器时期，我

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数千年历史绵延的长河里，勤劳智慧

的台前人民在这块土地上，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灿烂

的文化。

台前地处泰山余脉与豫东北平原结合地带，历史上南濒古济水，

东临大清河，黄河、大运河交汇，构成水陆交通要冲，私营商业几度繁

荣。同时，作为军事战略重地，许多朝代的重大战事发生在这里。

台前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千百年来不畏强权，勇于抗

争，展现了许许多多悲壮的历史画卷。展开县志，从中看到抗日军民

浴血疆场、英勇杀敌的战斗足迹；看到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金戈铁

马，在县境强渡黄河、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雄伟壮举；看到台

前人民在孙口架起横跨南北的黄河浮桥，迎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进军江南的威武队列；看到台前儿女纷纷参军，支援前线，抬担

架，送军粮的滚滚铁流⋯⋯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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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志》又是一部经济建设发展史。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大农业，记述了台前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记

述了台前人民治黄斗争的历史，尤其是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和河道控导工程，使黄河40余年安澜渡

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台前的经济建设发生了深刻变化。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京九铁路纵贯南北，濮台铁路横连东西

的有利条件，台前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将迈开新的步伐。

值《台前县志》出版之际，编委会嘱我作序，感怀桑梓故土之情，略

叙此语，权以应命，是以为序。

夏清成

2000年3月18日于郑州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千年不衰o

《台前县志》在省市史志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编纂人员呕心沥血，辛

勤笔耕，数易其稿，终于付梓问世。这是台前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

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可喜可贺o

《台前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自然、社会、人文诸

方面，全面系统而翔实地记述了台前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了台前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前进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台前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不少朝代出现过历史的辉煌。

春秋战国至秦汉已是经济发达的农业区。唐代“大河南北，人口殷繁"，

社会昌盛，经济繁荣。明代，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促进了台前商业的发

展。《台前县志》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展千秋嬗变之

道，明繁荣经济之路。1
’

9。

台前人民富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农民反抚，

封建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尤其抗日战争时期，台前人民富怀民族气

节，高扬爱国热忱j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诸多英雄儿

女献出宝贵的生命。解放战争时期，台前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许

多优秀儿女参军参战，仅1947年入伍者就有7000余人，有数百人壮

烈殉国。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

’仃■夕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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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也是一项艰巨浩繁的文化工程。台前境

域归属多变，沿革复杂，历史资料奇缺o 10余年来，县志办公室的同

志置名利于度外，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他们奔走于档案馆和图书馆。

悉心查考，广咨博采。在经费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下乡，奔波

于荒野，考证古碑碣；夜访于农家，查找旧宗谱，历尽艰辛，笔耕不辍，

积腋成裘，铸成此书o

《台前县志》不仅凝聚了编纂人员的心血，也渗透了各界人士的汗

水。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竭力支持和帮助，历经战争年代

的老党员、老干部积极提供史料。在此，谨代表中共台前县委、台前县

人民政府致以诚挚的感谢!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台前县志》

纵贯古今，横及百科，充分反映了台前的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既是我

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又是现代化建设的

资料书、信息库。她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台前，激发建设台前的热忱，为

制定发展台前社会经济的大政方针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学的依据o

《台前县志》即将问世，希望全县党员、干部、广大群众能通读志

书，用好志书，认识台前，了解台前，团结奋进，努力拼搏，将台前县建

设成为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台前。

中共台前县委书记 毛盼星

台前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公乐

200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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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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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实事求是地记述台前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是台前第一部县志，立足当代、贯通古今。上限不作统一规定，

力求追本溯源；下限一般至1995年。附录和照片延至本志付梓前。

三、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台前县现行行政区划为界。对1974年前史实

记述。以当时行政区划为依据适当记述。台前区域历史上大部分属山东省寿张

县，部分章节中客观地记述了这一历史状况。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表述，以志为主，横排

门类，纵写史实，辅以图、表和照片。

五、本志首置概述、大事记；中设地理、黄河、政治、军事、革命根据

地、经济、文化、社会、人物、乡镇概况10编，凡73章290节；附录殿后。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但主张“生可入志”o以收录本籍现代

正面人物为主，对台前一带有较大影响的客籍人物及反面人物适当辑入。

七、本志对各时期政区、机构等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记述

历史地名时，一般加注今名。

八、本志历史纪年，以历代政权更替为依据，加注公元纪年。帝王年号纪

年和农历纪月、纪日使用汉字，民国纪年、公元纪年和公历纪月、纪日使用阿

拉伯数字。

九、本志所采用资料，来源于正史、方志、档案、碑记、家谱、部门志稿

等．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本志各项数字，一般采用县统计局数字，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

字，或根据有关资料摘录。计量单位均采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计量单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一般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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