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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菏泽地区编修了《菏泽地区志》，这是家乡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喜

事。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菏泽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特邀顾问，我
感到由衷的高兴。

菏泽地区乃中华民族发祥圣地，尧舜禹汤活动方域，西周置曹国，

北周设曹州；世沿代续，英雄辈出，物华天宝，民风淳厚。国史方志，记之

颇详。其修志工作也和祖国的方志事业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据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区共有官修府、州、县志77部，其中宋元
时期3部，惜早已遗失；明清时期68部，大多保存下来；民国时期6部，

全部完好无损。这些旧志不少是名家指导、参与或直接执笔编写成书

的，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清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刘藻纂修的乾

隆二十一年本《曹州府志》，仿《建康志》、《江南通志》的体例，共设舆地、

河防等10个分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考证严格，堪称上乘之作。1988
年，菏泽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将其点校再版时，我和郭良玉同志曾

予审核并为之作序。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

方志书的编修。80年代后，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盛世修志恰逢其时。自

1982年菏泽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以来，全区史志工作者经过

15个春秋的辛勤耕耘，终于修出了区内第一批社会主义的新志书。

菏泽地区历史上曾四修州志，两修府志，最后一部府志是清嘉庆十

三年编修的，距今已有189年。新修《菏泽地区志》继承了旧志书的传统

格式，且在体例和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卷首的大事记，概括地(重

点事件又翔实地)记述了菏泽从新石器时代到1996年的发展历史，反＼
映了菏泽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自然环境编

对菏泽境内的地质地貌、名山大川有知识性的记站对菏泽地区广阔肥

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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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的土地、多种多样的矿产等自然资源作了如实介绍。农业、水利、工业

等经济编，详细记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菏泽地区经济的兴衰起伏，重点

介绍了建国以后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党派群团、政权、

军事等政治编，用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再现了菏泽地区人民

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贡献和光荣传统。文化教育等编，对鸦片战争

以来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艺等方面的得失，以及闻名遐迩的古遗

址、古墓葬、古今建筑等地方名胜，作了通俗易懂的记述。人物编把籍属

菏泽或在菏泽长期活动的外地古今名人的事迹，以可靠的史料、正确的

观点介绍给读者。

掩卷长思，《菏泽地区志》记述了家乡人民在旧时代表现出来的对

奴隶生活和祖国山河破碎的巨大悲愤，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也记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

成就。该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是一部较好的新志书。

“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作为菏泽地区的一名游子，我不仅热

爱家乡壮丽的山川、丰富的宝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更为勤劳的家乡

父老取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而欣喜。我深信，《菏泽地区志》的出版一定

能够在家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匆菇舍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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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菏泽地区志》付梓面世了。这是菏泽地区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区人

民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

菏泽地处鲁西南黄河之滨，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千百年来，菏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

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进取，描绘出绚

丽的画卷。为惠今利后，将其载入史册，功莫大焉。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菏泽历史上曾四修州
志，两修府志。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仅存清康熙十三年《曹州志》、清乾

隆二十一年和嘉庆十三年《曹州府志》。这些旧志书，对境内的方域、山
川、物产、灾梗、风土、政教、人物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但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旧志侧重于人文的记述，轻视经济资料的记

载，夹杂了不少封建糟粕。尽管如此，仍不失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次编修《菏泽地区志》，是在中共菏泽地委领导和菏泽地区行署

主持下组织进行的。1982年，成立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着手启动
工作。1 983年，成立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调配专业人员，全面开展了

修志工作。地区史志办公室人员呕心沥血，埋头苦干，广征博采，笔耕不

辍，各系统、各行业以及各界人士关怀鼎助，历时十余载，数易志稿，于

1997年完成了编纂任务。应当说，《菏泽地区志》是菏泽历史发展的客

观产物，也是伟大时代的产物，更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丰
硕成果。

7

新编《菏泽地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详今略古，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了菏泽境域内一个多

世纪的历史与现状。举凡建置区划，自然风物，人口民族，政治得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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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兴衰，文化艺术，社会习俗，文武英才，无不详尽入志。尤其对经济的

记述，更是浓墨重彩，蔚为大观。置一部于案头，全区政治经济、风土人
情，展卷即得。
‘

新编《菏泽地区志》，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行文规范，虽

然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但作为第一部社会主义的《菏泽地区志》，必

将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可以相信，这部记载

菏泽沧桑巨变：展示菏泽历史风貌、辑录菏泽百科资料的文献，无论对

当代还是后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资政、教育、存史的价值，必将引导、

启迪他们，从中观古今，知兴衰，了解社会发展史，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从中明抗争，学情操，了解革命斗争史，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

远大理想，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寻规律，找优势，了

解经济发展史，牢固树立建设家乡、报效桑梓的宏图大志，为振兴菏泽、

造福人民做出积极贡献，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谱写出比前人更加辉煌灿

烂的新篇苇。 t

山东省菏泽地区行政公署专员‘摩嗍劾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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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自然到社会实事求

是地记述菏泽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上限一般起自1840年，对于某些需要探源的事物，记述时

则适当进行了上溯；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鉴于成书时间推迟，故将大

事记、政区、牡丹、人物、附录等编，以及党派群团、政权中的个别内容延

伸到1996年，对1997年的特殊图片资料也作了个别收录。
’

三、本志记述的区域主要是菏泽地区1963--1989年所辖的9县1

市，同时兼顾历次的区划变动，以反映历史面貌。

四、本志首设概述、大事记，中列分志，尾置人物、附录，采用了述、

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图表一般附于相关文字之后。 ，

五、概述中以记为主，间有所议，旨在提要钩玄，揭示规律。

六、大事记采用了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对其资料的

筛选，既照顾行业，又注意重点，力求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新事不

缺。

七、分志以编、章、节、目的结构横排门类，收拢百业；纵写发展，以

现兴衰；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资料之中。

八、入志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传记》坚持生不立

传的原则，并以生年为序；《著名烈士名录》则按县市排列。

九、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档案、文献、旧志、口碑、谱牒和地直各部

门所纂的专业志，均经考证，一般不注出处。数据主要取自地区统计局，
其次录于专业志。

十、本志行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凡有争议的人和事，诸说并存·

记时采用公元纪年。凡1911年以前的纪年，在公元纪年后的括号内标

．}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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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历史纪年，月、日仍用旧历，以汉字表示。计量单位，除注明旧制外，一

律采用公制。

十一、本志对名称的记述，初用全称，后用简称；人物直书其名，一

般不冠褒贬之词；地名均用地名委员会公布的名称，用历史地名时，加

注今地名。

十二、本志的编写，坚持“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强调“三

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突出三个特点(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专

业特点)，旨在为菏泽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有据、便于查考的系

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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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三章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安置⋯⋯⋯⋯⋯⋯⋯⋯⋯(528) 第六章民族宗教⋯⋯⋯⋯⋯(540)
救灾扶贫⋯⋯⋯⋯⋯⋯(530) 第一节民族⋯⋯⋯⋯⋯⋯⋯⋯⋯(540)

社会福利⋯⋯⋯⋯⋯⋯⋯(534) 第二节宗教⋯⋯⋯⋯⋯⋯⋯⋯⋯(541)

移民支边⋯⋯⋯⋯⋯⋯(535) 第七章外事侨务⋯⋯⋯⋯⋯(542)
婚姻登记⋯⋯⋯⋯⋯⋯⋯(536) 第一节外事⋯⋯⋯⋯⋯⋯⋯⋯⋯(542)

殡葬改革⋯⋯⋯⋯⋯⋯⋯(538) 第二节侨务⋯⋯⋯⋯⋯⋯⋯⋯⋯(543)
地名管理⋯⋯⋯⋯⋯⋯⋯(539)

第十五编司法

公安⋯⋯⋯⋯⋯⋯⋯⋯⋯

机构⋯⋯⋯⋯⋯⋯⋯⋯⋯

政权保卫⋯⋯⋯⋯⋯⋯⋯

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

治安管理⋯⋯⋯⋯⋯⋯⋯

消防⋯⋯⋯⋯⋯⋯⋯⋯⋯

武装警察⋯⋯⋯⋯⋯⋯⋯

检察⋯⋯⋯⋯⋯⋯⋯⋯⋯
机构⋯⋯⋯⋯⋯⋯⋯⋯⋯

刑事检察⋯⋯⋯⋯⋯⋯⋯

法纪检察⋯··：⋯⋯⋯⋯⋯

经济检察⋯⋯⋯⋯⋯⋯⋯

监所检察⋯⋯⋯⋯⋯⋯⋯

控告申诉检察⋯⋯⋯⋯⋯

审判⋯⋯⋯⋯⋯⋯⋯⋯⋯

(545)

(545)

(545)

(551)

(551)

(551)

(552)

(553)

(554)

(554)

(555)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十六编军事

兵役⋯⋯⋯OOO BOO OOO ORO 000 000

清代兵役⋯⋯⋯⋯⋯⋯⋯

北洋政府兵役⋯⋯⋯⋯⋯

国民政府兵役⋯⋯⋯⋯⋯

人民政府兵役⋯⋯⋯⋯⋯

民兵⋯⋯⋯⋯⋯⋯⋯⋯⋯

民兵组织⋯⋯⋯⋯⋯⋯⋯

政治教育⋯⋯⋯⋯⋯⋯⋯

民兵训练⋯⋯⋯⋯⋯⋯⋯

(563)

(564)

(564)

(566)

(566)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机构⋯⋯⋯⋯⋯⋯⋯⋯⋯

审判程序⋯⋯⋯⋯⋯⋯⋯

刑事审判⋯⋯⋯⋯⋯⋯⋯

经济审判⋯⋯⋯⋯⋯⋯⋯

民事审判⋯⋯⋯⋯⋯⋯⋯

司法行政⋯⋯⋯⋯⋯⋯
机构⋯⋯⋯⋯⋯⋯⋯⋯⋯

法制教育⋯⋯⋯⋯⋯⋯⋯

律师与公证⋯⋯⋯⋯⋯⋯

民事调解⋯⋯⋯⋯⋯⋯⋯

监狱⋯⋯⋯⋯⋯⋯⋯⋯⋯

机构⋯⋯⋯⋯⋯⋯⋯⋯⋯

狱政管理⋯⋯⋯⋯⋯⋯⋯

教育改造⋯⋯⋯⋯⋯⋯⋯

刑满留队安置⋯⋯⋯⋯⋯

装备与设施⋯⋯⋯⋯⋯⋯

地方武装⋯⋯⋯⋯⋯⋯

民间武装⋯⋯⋯⋯⋯⋯⋯

土匪武装⋯⋯⋯⋯⋯⋯⋯

国民党地方武装⋯⋯⋯⋯

人民地方武装⋯⋯⋯⋯⋯

驻军⋯⋯⋯⋯⋯⋯⋯⋯⋯

清军⋯⋯⋯⋯⋯⋯⋯⋯⋯

北洋政府军⋯⋯⋯⋯⋯⋯

(555)

(555)

(556)

(556)

(556)

(557)

(558)

(558)

(559)

(559)

(560)

(567)

(568)

(568)

(569)

(570)

(573)

(576)

(576)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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