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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德州历史综述

滔滔黄河话德州

德州市位于黄河下游北岸，山东省的西北部，东经115 0 45' ~ 11 7 。

36' ，北纬36 0 24' 25" ~380 00' 32" 之间。北以减河为界，与河北省

沧州市相邻:西以卫运河为线，与河北省衡水市毗连:西南与聊城市接

壤:东、南与济南市相接:东北靠滨州市。东西宽200公里，南北长175

公里，总面积为 1034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73% 。总人口 556.82

万人(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总人口为556.82万人，家庭户

162.38万户， 男性28 1. 87万人，女性274.95万人) ，位列全省第九。

德州自古便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明清以来有"神京门户"、 "九达

天衡"之称。明代在德州卫城聚秀门以北的古驿道上，立有一座大型木石

结构的跨路牌坊。牌坊的门榻上有严自题写的"九达天衡 " 4个金色的正楷

大字，意为东南九省通往

京城的大道。古老的京杭

大运河从这儿穿过，蜿蜒

130公里。清人顾祖禹《读

史方舆纪要》说德州，

"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

之咽喉 " 。近代以来， 津

浦铁路贯穿德城区、禹城

市和平原、齐河两县，过

境长度为 120公里。德石铁 位于火车站广场的九达天街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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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以德州市为起点，西达石家庄，成为连接京广、津浦、京九三大铁路干

线的纽带。 2011年建成通车的京沪高铁，使德州到达北京的时间缩短于90

分钟，到达上海的时间缩短为4个小时。境内公路四通八达，京台高速、

青银高速、济聊高速、滨德高速过境里程达350公里。 5条国道104 、 105 、

205 、 308 、 309线， 14条省道101 、 246 、 247 、 248 、 249 、 254 、 313 、

314 、 315 、 316 、 318 、 324 、 353 、 804线，组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全市

二级以上公路1300多公里，公路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199. 7公里，位居全

省第一。

德州市历史悠久。据科学家考证，远古时期此地本为海洋。由于地壳

运动和河水携带的泥沙淤积，大约5000年前，太行山和泰山之间被淤积成

一片大的平原。德州区域即在这片淤积平原的东南部。根据建国后地下发

掘的考古资料看，境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20多处，主要分布在禹城、

齐河、乐陵、陵县等市县，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禹城市境内的禹王亭遗址和

乐陵市的五里家遗址。这些"龙山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祖先在新石器

时代就已经在这片九河纵横、广阔的黄河冲积平原上定居，并从事着简单

的农业和渔业生产活动。

据史书记载，尧、舜时代本区域属究州，夏属有高氏、季荫氏等部

落。西周至春秋时期属齐国，战国时分属齐、赵两国。秦时分属齐郡、缸

鹿郡、清河郡和上谷郡。汉时分属青州平原郡、济南郡、冀州清河郡、幽

州渤海郡。隋代分属究州平原郡、渤海郡、冀州清河郡、 青州齐郡 。 唐时

分属河北道德州、贝州、观州、渲州、楝川、|、|、齐州。宋时分属河北东路、

右京东路。元代分属燕南河北道、中书省河间路、济南路。明清分属山东

布政司济南府、东昌府、武定府、直隶天津府、河间府。 1928年，分别直

属山东、河北省政府。抗日战争时期，津浦铁路以东各县分属冀鲁边区和

渤海区一、 二专区:津浦铁路以西各县，先后属冀南、运东六专区及沧南

专区:齐河、禹城分属冀鲁豫一、四专区。解放战争时期，分属渤海区

一、 二专区、冀南区二专区和沧南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5月建立德州地区，下辖吴桥、东

光、南皮、庆云、宁津、盐山、乐陵、商河、临邑、济阳、德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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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城、齐河、陵县、德县等16县及德州市。自 1952年至1965年，德州地区

与邻近地区几经划分调整，最后全区下辖:平原、武城、夏津、禹城、齐

河、济阳、临邑、商河、庆云、乐陵、宁津等12县和德州市。 1988年，乐

陵县撤县建市。 1990年1月，商河、济阳两县划入济南市管辖。 1993年，禹

城县撤县建市。 1995年6月，德州地区撤地建市，下辖1区2市8县，即德城

区、禹城市、乐陵市和平原、齐河、夏津、武城、陵县、临邑、宁津、庆

云县。

德州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公元21年，巾中国英雄迟昭平聚集数千

人在河阻(平原县城西南)举行起义，队伍发展到10万人。起义军沉重打

击了王莽统治集团，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崩溃。公元110年，刘文渊、周文光

率众起义，杀县令，一度占领厌次城(今神头镇)。隋末炀帝暴政，人民

纷纷揭竿而起。公元611年，夏津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与平原人郝孝德领导的

义军合攻郡县。 6年间，曾先后与官兵70余战，名声远震。河北起义军的

首领窦建德是武城漳南人，在高鸡泊一带领导起义11年，并建立了农民政

权，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人们深深的怀念他。在武城县鲁权屯乡漳南

镇村南，有个东西长70米、南北宽30米、高5米的土台，当地人称其为窦建

德点将台。明末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派部将郭升、阎杰南下德

州，在人民的拥护下建立了地方政权。清朝末期的1861年，郑嫩、李文奎

在庆云东辛庄辛店村集结2000余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劫粮车，

攻县城，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迫使县衙免粮、免税。太平军北伐途

径德州、西捻军转战鲁北时，都得到了德州人民的支持。 19世纪70年代和

80年代，德州人民反对清王朝卖国求荣的政策，掀起了反抗西方传教士的

斗争。 1898~ 1900年，德州大地卷起了义和团运动的狂飘。朱红灯于1898

年在齐河县大李庄设坛组织义和拳，率众攻打徐家楼教堂，开山东义和团

运动的先河。著名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宋哲元， 1933年抗击日寇于喜峰口、

罗文峪，名震天下。"七七"事变中，他发誓"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

奴"带领士兵奋起反抗，虎威昭垂芦沟月。 1939~ 1943年，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同日伪军在陵县大宗家、临邑王楼、乐陵铁营洼等地，

进行了几次大的血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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