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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市、县，都在编纂地方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这

是在经济初步繁荣以后，希望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等等方面所了解的迫切心情

的自然流露。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历千年而不衰，遍神州而无遗。这在世

界上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值得大大地赞美和发扬。当然，我们今天的修志，同旧的

修志的传统，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不能说没有继承关系。但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

事实是，我们不是继承，而是创新，是在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形势下的创新，是为

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的创新。 。

我41']中华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炎黄文化，彪炳千秋，影响广被，无远弗届。这

是举世的公言，非我一家之私言。因此，前不久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口号一经提

出，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弘扬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一国，为了中

华一族，而是为了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前途。谁也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中华文

化，现在的世界文化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弘扬中华文化之道多端。以中国之大，文化内容之丰富，弘扬决不能毕其功于

一役，成其事于一地。有力量有条件的省、市、县都应该先弄清自己的文化家底。我

在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科技、哲学、宗教，

甚至社会风习，凡是含有精华成份的，都属于文化范畴。只有在这样摸清一个地区

家底的基础上，全国的文化的家底才能具体而细致地摸清楚。只有摸清楚全国的

家底，真正的弘扬才能谈到。这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而编纂地方志正是摸清家底

的最有效的办法。

其次，现在大家都痛感，必须给广大青年，甚至一些中老年进行爱国主义的教

育。在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成为传统，由来已久，在全世界上罕见其匹。原因是在

中国历代都有外敌侵略蹂躏中国人民。存在决定意识。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浓烈的

爱国主义。如果没有外敌的话，哪里还需要什么爱国主义?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侵略成性，利用自己的坚船利炮，破门而入，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我们

人民受剥削，受侮辱，忍气吞声，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吃尽了苦头。到了今天，一

般老年人还记忆犹新，而青年人则生长于蜜水之中，逐渐忘记了这一切。同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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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些情况，有的人甚至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好像是在听海外奇谈。他们崇洋媚

外，唯洋是务。我们常说：好了疮疤忘了痛。在这些青年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疮疤，当

然更谈不到痛不痛了。他们只觉得洋货可爱，洋餐好吃，洋国可留，洋人可亲。连莫

名其妙的“可口可乐”之类也居然风靡全国。在旧社会是洋人树立牌子，上书：“华

人与狗，不许入内!"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干这样的勾当，岂不大可哀哉!又岂不大可

怪哉l然而，只要睁眼一看，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屈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不就是这样子吗?中国老祖宗留下的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被全世界人民所公认

的好东西，则对不起，统统忘掉了。我们将何以对后世子孙!我并不是说，现在每个

人都是这样，那不是事实。可是，特别是青年中，崇洋媚外者实繁有徒。有识之士怆

然忧之，一致认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也并不是盲目地排

外。外国的一切好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

手段。这一点大家是都明白的。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其道多端。我个人认为，要想爱国，必先爱乡；乡而不

爱，何从谈国!我在小学读书的时侯，有一门课程，叫做“乡土"，专讲本地区的文

化、历史，以及各方面的情况。我学了以后，觉得非常亲切、有味，受益良多。后来不

知道为了什么，忽然不见了。记得我们国家领导人也曾经谈到恢复乡土课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极有远见的意见。全国各省、市、县应该尽快恢复这种作

法。这个课程只限于小学或者中学，不必占过多的时间。每周-d,时，一年足矣。我

相信，谈说本地文化，介绍本地风光，学生听起来必然感到亲切、有味。爱乡之心，

必然油然而生。乡相联而成国，在潜移默化中，既然爱乡，还能不爱国吗?乡土课的

教材从哪里来呢?就是过去千百年来已经编纂过的现在又在编纂的省、市、县志。

为了当前的经济建设，我们也必须摸清本地区有关这方面的家底，而编纂地方志

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办法。

基于以上三大原因——其他原因当然还会有一些的——，编纂地方志的工作

确实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们临清市，在这方面不甘后人，已经由市领导机构组成编纂《临清市志》的

班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初稿已经写出来了，作为临清游子，我感到欢欣和骄傲。

我们临清市，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上

的经济文化重镇。文人学士、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赶考举子，只要是从南方进京，

几乎无不通过临清。遥想当年舟舶星聚，帆影云展；廛闸扑地，歌吹沸天；车水马

龙，商贾联翩。景象何等繁忙动人!我们临清，南通苏杭，北连皇都；会八方之风雨，

通百邑之有无。地位又何等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是

很自然的结果。
‘

但是，曾几何时，津浦铁路修通了，运河的重要意义降低了。南来北往过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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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很少再来临清。南北商品的运输任务，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铁路上去。临清的

经济发展当然受到阻碍，文化发展也随之受到影响。虽然还没有到一蹶不振的地

步，但当年盛况则杳如云烟了。中国过去常讲气运，一个朝代，一个地区，都有气

运，而气运又会转变。这决不是迷信之谈。气运是由物质环境和内部矛盾所决定

的，不相信是不行的。我们临清由盛而衰，也是气运使然。

但是，文化是能够积淀的。在我们临清，过去文化的积淀迄今依然到处可见。

这具体地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们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依然浓烈存在。能诗

词善书画者，不但有老年人，也有中青年人。自忠碑林开始筹建了，书画社已经创

办了，与外地的书画家联合发起书画展也已开端了。这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

都承认，饮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具体、最鲜明的表现。世界各国无不

重视饮食文化。在这方面，我们临清也有独特的贡献。到过这里的外地人，对我们

肴馔之丰美，花样之繁多，无不交口称誉。在我们宴会上能一气端上八九十种口味

各异的菜汤。这在全国也是仅见的。此外，我们在饮食方面还有不少的特产，也是

遐迩闻名的。文化的积淀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几种。文化是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

我们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潜力是异常雄厚的，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应该忘记，我们应

该有绝对的信心。 、

环顾当今世界大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亚洲几条小龙的腾飞，引起了全世界

普遍的注意。他们为什么能腾飞呢?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

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可是文化教育的发展又必须有经济振兴作为基础。这难道

不成了鸡与蛋的关系吗?我认为，不完全是。文化教育与经济确实是互相依赖的。

但没有鸡与蛋那样谁先谁后的问题。只要双方并重，双管齐下，则矛盾并不难解

决，互相促进之效可以立收。再加上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则经济必然腾飞，文化

必然昌盛，其势不得不然也。

经济的发展，专就物质基础而论，一取决于原料，二取决于交通。现在，我们临

清面临的形势是，根据地质勘探，我们市境以内，有丰富的地下矿产蕴藏，石油和

天然气都有。在交通方面，疏浚大运河之声，洋洋乎盈耳，而国家修建的京(北京)

九(九龙)铁路，要经过临清；一旦地下资源得到开发，交通能够畅通，再以大力发

展教育文化事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并千方百计地引进中外的尖端科技，使地下

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小而至于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推销，饮食文化的弘扬，也决不忽

视；能做到这一步，则我们临清市的经济腾飞必将指日可待，文化教育的进一步的

腾飞，也将同时出现，我们市将成为北方的经济文化重镇，成为一条天马行空般地

飞腾的龙，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也将做出重要的贡献。届时，舍利塔将再放

光辉，鳌头矶将重显雄姿。当年极盛时期的情景，不但得以重现，而且还将大大地

超过。岂不猗欤盛哉!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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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市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明清史上留下过辉煌的一页。此次详辑资料，

修成的《临清市志》，载述了历代临清人民的光辉成就和业绩，将起到彰往昭来，资

政育人的作用。《临清市志》的面世，确是临清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临清的历史上追商代，西汉即设县的建制，明清运河漕运兴盛之期，临清成为

运河之畔的重镇，是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勤劳智慧的临清人

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谱写了一曲曲人民群

众创造历史的壮丽篇章。1840年以来，临清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舍身赴义，英勇斗争。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就是临

清儿女的优秀代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临．清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新的生机与活力，工业基础壮大，棉花闻名全国，三

产日趋活跃，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实践证明，临清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谱写了临清的光辉历史。

国修史，县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临清自嘉靖开始续修志书，先后有

五部志书被史料引用。这部《临清市志》在借鉴前代志书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详事

续无，文直事丰，主要记述了近代以来临清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人物、社会习俗诸多方面，堪称临清的“百科全书’’。“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卷在

手，市情在胸。读之，当政者则可扬长避短，有益议事决策；为群众则爱乡之情更

浓，兴临之责益烈；各界人士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临清，心旌向往，攘臂以助。这部志

书还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乡土教育的好教材，可使青少年明古知今，

激发振兴临清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志向。

修志补史，是一项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修好这部志书，中共临清市委、临

清市人民政府专设机构和人员，组织力量，开展有关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自1985

年始，历时十载，几修篇日，几易其稿，方成此鸿篇巨制。整个过程中，编纂人员做

了大量细致工作，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支持，有关知情人士积极提供资料，各单位

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在《临清市志》出版之际，谨向所有为此志编辑审定、出版发

行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I因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本志不足之处，敬请广

f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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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教正。

钟文泽
199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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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做到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临清现行建置为准，历史上已划出的乡镇，不再

记述。

三、体裁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全志设概述、大事记、行

政区域、地理环境、人口、农业、水利、林牧渔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供销、粮食

油料、经济管理、城乡建设、财税金融、党派社团、政权政协、司法、民政、人事劳动、

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宗教风俗、方言、人物、志末设附录。图表随文穿

插，力求图文并茂，专业志采取编、章、节、目四个层次。

四、时间断限，除大事记外，上起1840年，下限1990年，个别内容适当上溯和

下延。

五、纪年，1912年前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括注中省略。公

元"和“年打。1945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中的解放后指1945年9月后，建国后

指1949年10月后。

六、所用数字，以市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成立前用各单位统计数字。各项

经济指标一般用当年价，凡用不变价的备有括注。

七、计量单位，以公制计量单位为主，个别地方用市制计量单位。

八、数字运用，凡数字、小数、百分数，均用阿拉伯数字，名词、专用数语用汉

字。 ：·

九、资料来源，主要采用旧志、省、市档案、家谱、正史、报刊、专著及有关资料，

经考证鉴别后入志，因此均不注出处。

十、人物，对重要人物已作古的入人物传，生者立传略和简介，对革命战争中

牺牲的烈士设名录。

．z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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