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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志》问世了，这是全市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又_丰硕

成果，是值得庆贺的。

编纂《曲阜市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是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市

情大调查，其意义是深远的。在编纂过程中，历4届编纂委员会，跨5届政府，

积11年之勤劳，凝数百人之心血，广征资料，刻意求工，几经研讨，评审、修

改，终成百万言之巨著，一部有益于当代、惠及后世的传世之作。在此，我们

代表中共曲阜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为《曲阜市志》的编纂和出版付出心血的领

导同志、专家学者、编撰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曲阜，有修志的优良传统。从明代至民国时期，先后编修《曲阜县志》7

部，刊行5部，现存明崇祯、清康熙、乾隆和民国年间的4部，另有《阙里

志》、《陋巷志》、《东野志》等专志10余部。这是研究曲阜历史的重要文献，是

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批珍贵文化遗产。但是，这批旧志书因受时代的局限，重人

文轻经济，极力宣扬纲常礼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贬低劳动人民的作

用。我们应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加以利用。

本届修志，采用了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和新的体例，既有继承，又有

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旧志书所无法比拟的。新编志书的特点有四：其一、

资料翔实。志书编纂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地记述了本市从自然到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所用资料均经严格筛选，反复考证核实。其基本章法是靠

资料说话，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得失同记，优劣并书，“不虚美，不隐恶’’。其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书以经济部类为重点，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作用，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三、体例新颖。志书主体部分按现代社会分工设篇立目，

结构严谨，统属合理；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志尾设附录，前后照应，融为一

体。其四、坚持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对全市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变化作了浓墨重彩的记述，突出了时代特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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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

新编《曲阜市志》横陈各业，纵述史实，言简意赅，文约事丰，是一部信

史，是曲阜的“百科全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等多种功能。一卷在

手，犹如全市在胸。当政者，可以从中掌握市情，实行科学的决策；可以此为

镜，知兴衰，见得失，增知识，长才干。它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客居他乡的曲阜游子来说，

是一份沟通信息、以解思念之情的乡讯，是一条共谋计议、振兴桑梓的通道。

它是广大学者研究曲阜的“资料库”，又可充当中外游客观光曲阜的最权威的

“导游员"。

本志在编纂中，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求下届修志中予以弥补。

人民的历史人民写。我们坚信，今后曲阜人民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

篇。

中共曲阜市委书记王润廷

曲阜市人民政府市长许传俊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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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曲阜市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

地记述境内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以1990年曲阜市境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上限一般起自1840

年，下限断至1990年。鉴于曲阜系历史文化名城，有关篇、章适当上溯。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表述形式，以志为主，表随

文附。以概述、大事记冠前，附录殿后，中设专志28篇，篇下一般分章、节、

目记述，部分篇章置无题小序。

四、本志坚持“事以类从"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为突出地方特

点，设孔氏家族、旅游、文物专篇。

五、对已故有影响的人物，分别用传、录形式载入。以本籍人物、正面人

物、近现代人物为主，按卒年排列。对有影响的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

法记入有关篇章。

六、本志行文采用公元纪年，根据需要括注中国历史纪年。1912年以前

的月、日仍沿用农历。

七、建国后的各类数据，主要以本市统计资料为准，并使用国际标准计量

单位。有关全市国民经济数据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

八、地名及历代政权、官职等名称，仍沿用历史通称。古今地名不一致者，

加注今名。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档案、部门提供的基础稿和社会调查等，

经考证核实后载入，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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