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夕

爱
)j

g
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莱阳

齐鲁书社

山东省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IL，{㈠f

ijt§‘w1^l；。pif；，}l，．^，1．．》。+，t口l^，，、

孙⋯圳州誊曩1I副吼一、搿弼窖，—研蚍Ⅺ，^私‘{剖霸烈．磐，蠊嘣可烈i0。}l藿。翻蜀丽黼．，一甜粼纠褂瓣，“萌荆

§乳自．．眷罐笏i暗■●I舜、峨一Tl掣搿t。萌葑曩_#目％％箨非，鸯～嚣氧

一窗～一

l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第七届)

名誉主任：慕永太
主 任：栾福章
常务副主任：田明宝
副 主任：孙涛 乔风本方中友梁孔文唐太金
委 员：韩乐周 董耀海 隋云斋赵伟建于 浩

贾占蛟 陈振宝刘文君 王明星王奎生
宫仁忠刘永海张洪起王淑清初永学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唐太金
副主任：盖松亭

《莱阳市志》编纂顾问

李化诚刘栋良高更生 高凤林

《莱阳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唐太金
副主编：任致学单志仁
责任编辑：(含离退休与调出、聘用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牟树峰(聘用人员)任致学宋德彦 张行山

谷长飞单小军单志仁唐太金 盖松亭

参与征编：孙政军高华卿
特邀编辑：谭玉德孙茜云(女)李明良 孙宜男(女)

摄 影：张信洪(特邀摄影师)刁崇敬 田 宏孙象新
侯新建

鸟瞰摄影：廉永生杨俊录李光辉王永祝
照片征选：唐太金
特约绘图：吴广全
编务人员：衣龙祥宋雨(女)张春兰(女)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第七届)

名誉主任：慕永太
主 任：栾福章
常务副主任：田明宝
副 主任：孙涛 乔风本方中友梁孔文唐太金
委 员：韩乐周 董耀海 隋云斋赵伟建于 浩

贾占蛟 陈振宝刘文君 王明星王奎生
宫仁忠刘永海张洪起王淑清初永学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唐太金
副主任：盖松亭

《莱阳市志》编纂顾问

李化诚刘栋良高更生 高凤林

《莱阳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唐太金
副主编：任致学单志仁
责任编辑：(含离退休与调出、聘用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牟树峰(聘用人员)任致学宋德彦 张行山

谷长飞单小军单志仁唐太金 盖松亭

参与征编：孙政军高华卿
特邀编辑：谭玉德孙茜云(女)李明良 孙宜男(女)

摄 影：张信洪(特邀摄影师)刁崇敬 田 宏孙象新
侯新建

鸟瞰摄影：廉永生杨俊录李光辉王永祝
照片征选：唐太金
特约绘图：吴广全
编务人员：衣龙祥宋雨(女)张春兰(女)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第七届)

名誉主任：慕永太
主 任：栾福章
常务副主任：田明宝
副 主任：孙涛 乔风本方中友梁孔文唐太金
委 员：韩乐周 董耀海 隋云斋赵伟建于 浩

贾占蛟 陈振宝刘文君 王明星王奎生
宫仁忠刘永海张洪起王淑清初永学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唐太金
副主任：盖松亭

《莱阳市志》编纂顾问

李化诚刘栋良高更生 高凤林

《莱阳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唐太金
副主编：任致学单志仁
责任编辑：(含离退休与调出、聘用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牟树峰(聘用人员)任致学宋德彦 张行山

谷长飞单小军单志仁唐太金 盖松亭

参与征编：孙政军高华卿
特邀编辑：谭玉德孙茜云(女)李明良 孙宜男(女)

摄 影：张信洪(特邀摄影师)刁崇敬 田 宏孙象新
侯新建

鸟瞰摄影：廉永生杨俊录李光辉王永祝
照片征选：唐太金
特约绘图：吴广全
编务人员：衣龙祥宋雨(女)张春兰(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第七届)

名誉主任：慕永太
主 任：栾福章
常务副主任：田明宝
副 主任：孙涛 乔风本方中友梁孔文唐太金
委 员：韩乐周 董耀海 隋云斋赵伟建于 浩

贾占蛟 陈振宝刘文君 王明星王奎生
宫仁忠刘永海张洪起王淑清初永学

莱阳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唐太金
副主任：盖松亭

《莱阳市志》编纂顾问

李化诚刘栋良高更生 高凤林

《莱阳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唐太金
副主编：任致学单志仁
责任编辑：(含离退休与调出、聘用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牟树峰(聘用人员)任致学宋德彦 张行山

谷长飞单小军单志仁唐太金 盖松亭

参与征编：孙政军高华卿
特邀编辑：谭玉德孙茜云(女)李明良 孙宜男(女)

摄 影：张信洪(特邀摄影师)刁崇敬 田 宏孙象新
侯新建

鸟瞰摄影：廉永生杨俊录李光辉王永祝
照片征选：唐太金
特约绘图：吴广全
编务人员：衣龙祥宋雨(女)张春兰(女)



概 述

莱阳地处美丽富饶的胶东半岛中部，东南濒临黄海丁字湾。1987年撤县改市，隶属山东省

政府，由烟台市代管。面积为1734．05平方公里，人口862699人。市区坐落在境域中部偏北、

蓝烟铁路线中段。

莱阳占山、田、河、海之地利，处胶东半岛咽喉地带，自古为兵家所重视。境内巍峨的旌旗山

群起伏罗列，如同旌旗招展；奔腾的五龙河蜿蜒曲折、汇涨南泻，恰似五龙跃波。土地膏腴，物产

丰富，交通便利，气候宜人。独特的沃土流水，使盛产的莱阳茌梨闻名于世；改革开放潮涌，激励

莱阳儿女冲浪扬帆，并以取得的丰硕经济建设成果而自豪。

莱阳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唐虞夏时为莱夷地；商时为莱国地；西周

时为莱侯国地；东周及秦时为齐郡东境；西汉时为挺、邹卢、昌阳、长广、观阳县治之地；277年，

观阳、昌阳并入长广；298年(晋元康八年)复置昌阳县(其城址在今境内昌山村南)；后唐改称

莱阳。1131年(金天会九年)划莱阳东北部归新设置的栖霞县。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县东境

三乡划归新设的海阳县；划青山乡归宁海州(后改称牟平县)管辖。抗日战争时期分为莱东、莱

阳(即现莱西县)、莱西南、五龙4县，后，莱东、五龙两县并为莱阳县(并时称莱东县，不久，改称

莱阳县)；莱阳(即莱西)、莱西南两县并为莱西县。1958年莱西县并入莱阳县。1962年又分为

莱阳、莱西两县。1987年4月撤销莱阳县设立莱阳市。

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莱阳历代先人们在这一片热土上辛勤耕耘，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

时，为灿烂的民族文化增光添彩。明代画家崔子忠的国画著名于世，与当时浙江的陈鸿绶齐名，

有“南陈北崔”之称，其所画的“云中玉女图”至今珍藏于上海博物馆；清初诗人宋琬，其诗辞意

凄清，与安徽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誉，遗著有《安雅堂集》传世。清代莱阳籍著名书画家

还有张瑞徵、周兆龙、赵擢彤、李朴、宋汲、王蚌等20余人；著作者有倡导成立“山左大社”的宋

继澄等百余人。他们丰厚的遗著，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传承和影响着莱阳故土的后来者。

近现代书法名家孙墨佛，其作品如惊鸿游龙，造诣精深，与苏局仙并称为“南苏北孙”(也有“南

仙北佛”之说)，为世人推崇，也为莱阳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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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 述

五龙河水的润育，使莱阳人养成了勤劳质朴的属性，大海的洗礼，铸就了莱阳人不畏强暴

的民风。在封建社会中，为摆脱官府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莱阳农民曾多次

揭竿而起。109年(东汉永初三年)张伯路率众起义，攻击沿海九郡；200年(建安五年)，管承高

举义旗，与官兵搏斗；1630年(明崇祯三年)董大成率领5000余名起义农民围攻县城；1910年

(清宣统二年)，曲士文领导数万农民举行抗捐抗税起义，其声势之浩大，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其

战斗之悲壮，令莱阳人民怀念不已。这诸次农民起义壮举，均给封建官府与地主阶级以沉重打

击，对中国历史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莱阳是中共党组织早期在胶东半岛开展革命斗争的中心地。1925年，中共党员宋海艇奉

命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在胶东大地播下第一批革命火种。1928年2月，境内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在石龙沟村建立。是年3月，中共莱阳县委在水口村成立，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

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5月，李伯毅被害，县委遭破坏。1932年7

月重建莱阳县委，张静源任书记。1933年7月，任胶东特委(1933年3月成立)书记兼莱阳县委

书记的张静源，在莱阳创建中共莱阳中心县委(9月撤销)，并任书记，领导胶东8个县(即莱

阳、海阳、招远、文登、蓬莱、福山、牟平、荣成)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时莱阳境内党员已发展到

900人，建立党支部100多个。

“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在莱阳各地燃烧。1937年12月，中共莱阳县委成立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莱阳县队部，继而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1940年5月，莱阳县抗

日民主政府在北山口村成立。1941年，中共莱东行署委员会在龙门山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并

在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发动抗日军民坚持长期游击

战争，在人财物上大力支援抗日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在8年抗战中，境内党政军民创造性地

实践了毛泽东主席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历经3300余次不同规模的战斗，于1945年8月打

败了境内日本侵略军及其帮凶，使莱东、五龙两县全境获得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莱东、五龙两县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组织翻身农民发展

农业生产及各项事业。在解放战争中，莱东、五龙两县人民全力支援，为取得全国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1947"---1948年，两县共有9204名男女青年(含到前线野战医院的女青年327人)参军

征战；在莱阳、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中，累计有27888名支前民工随解放军转战各地。其中有

1481人立功受奖。

为有牺牲多壮志，谋求幸福满人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莱阳有5299名革命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

雄主义气概将永世长存，其英名和业绩将彪炳千古、永远激励后来人。

新中国成立后，莱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

道开创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斐然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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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作为革命老区的莱阳，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得到恢复。1950年5月，莱阳

城成为莱阳专区机关所在地，隶属于专区的工业企业和事业单位陆续迁进城区，为莱阳各业快

速发展提供了机遇。1953年莱阳被确定为国防建设重点区域，各路建设大军云集于此，一大批

铁路、公路、桥涵等国防设施相继建成。莱阳城区相应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在火车站周围

的工业、仓储工程项目陆续开建，城区南部经济区有了雏形；笔直而宽阔的莱冯路将火车站与

老城区连为一体；铁路、公路网络的形成，便利了城乡间及莱阳同境外各地的联系。1956年，文

登专区归并于莱阳专区后，莱阳城一跃成为整个胶东半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又一次加快

了莱阳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这期间，莱阳隆茂铁工厂等专署所属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农田

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相应得到发展；莱阳师范专科学校、莱阳专区第一人民医院、专署体育运

动场、莱阳影院及县人民剧院等重要文教卫生设施相继建成；市政建设按综合性工业城镇构想

组织实施。到1957年底，县城建成区面积达3平方公里，比建国初扩大4．7倍；城区人口3．6

万，比建国初增加7倍多；全县工业产值1724万元，比1949年的17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

增长9．14倍；粮食总产比1949年增长85．7％，农业总产值10945万元，比1949年的5827万

元增长87．8％。

1958---,1976年间，莱阳经济建设经历了起伏曲折。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全县开展大炼

钢铁、大办工业群众运动，一些工矿企业盲目上马，大批农民涌进城区参加建设。是年10月，莱

阳专区被撤销，原城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项目因缺乏资金难以实施；原莱阳专署筹建的钢铁

厂、橡胶厂等一批较大企业，也由于莱阳经济实力薄弱及能源、原材料短缺而中途停建；全县

农、轻、重经济比例关系失调，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使莱阳经济建设遭到挫折，城区建

设也处于徘徊不前状态。196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28．85％，粮食产量比

1957年下降14．4％

1962年后，莱阳县委、县政府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加强了农业基础建设。在

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管理体制的同时，发动农民整地改土、兴修水利、选用良种、科

学种植，加大粮田水利建设投入，相继建成水沐头、胡城拦河闸及小平水库渠系等工程，扩大灌

溉面积40余万亩；同时，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面向农村的农机、水泥、化肥工业。使

农业生产很快得到复苏，工业生产步入良性循环，全县经济出现了稳步发展的好形势。到1966

年，粮食总产量比1962年增长68．7％；农业总产值达到14745万元，比1962年增长

102．66％，莱阳城厢成为中国北方粮食亩产第一个过500公斤的公社；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

3572万元，比1962年增长1倍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的生产、管理秩序遭到严

重冲击，但由于莱阳人民排除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促使工农业生产仍得到一定发展。这期间，

农机工业发展尤快，其中195型柴油机、14．7千瓦(20马力)轮式拖拉机，享有“高速优质低消

耗，农民喜欢莱阳造”美誉；莱阳的大理石板材质地优良，北京建国饭店、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等

许多大型建筑都有莱阳大理石加工产品。1978年，莱阳工业产值已达29492万元，比1966年

增长8．05倍；农业总产值达21018万元，比1966年增长42．5％；粮食总产和亩产分别比1966

年增长66．89％与66．21％；果品总产量比1966年增长4．23倍。县城建成区总面积达6．43平

方公里，人口增加到5．3万。

1978年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拓宽了富民强国之路，使莱阳经济发展充满勃勃生机。

科技兴农，多种经营，促进农业全面发展。1982年后，莱阳县委、县政府在普遍实行农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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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扬长避短，针对境内耕地面积减少、低山丘陵面积较大、农田水土流

失较重、干旱现象比较频繁等不利因素，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林果蔬菜

栽培面积，大力推广科学种田。至1987年，全市26个乡镇先后都成立了科技协会，村级科学技

术协会发展到670个，农民各类专业技术研究会发展到86个，农村科技示范户增加到2000余

个；农业总产值达到33261万元，比1978年增长58．3％；粮食总产在粮田面积较1978年减少

5．7万亩的情况下却增加了3656万公斤；果园发展到159792亩，产果7035．9万公斤，比1978

年增加1344．9万公斤，其中，久负盛名的莱阳茌梨栽培面积达2．31万余亩，产量达2500万公

斤。莱阳花生、莱阳沙参、莱阳芋头、莱阳五龙鹅等著名特产都有较快的发展；海滩养虾基地和

盐田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多种经营，呈现出

一派兴旺景象。

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加快工业企业自我膨胀。机械工业，尤其是农机工业，是莱阳工业的支

柱行业。为了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与生产活力，农机制造业根据市场需求，从挖掘企业内部潜

力入手，自制、改造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更新产品，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莱阳动力机

械厂通过变型设计，先后制造出3种195型、9种695型柴油机产品，研制出6102Q型91．9千

瓦(125马力)柴油机新品种，1987年生产195型柴油机达到103213台，是1978年的35925台

的2．87倍；莱阳拖拉机厂适应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需要，适时将生产18．38千瓦(25

马力)中型拖拉机改产为8．82千瓦(12马力)小型轮式拖拉机，并开发出YT一130A型及

YT一131A型两种轻型农用汽车新产品，1987年生产泰山一12拖拉机10050台、汽车191辆。

在农机工业快速发展带动下，境内纺织、化工、家用电器、建材等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并形成

具有27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全市先后有51种产品获国家、部、省级优质产品称号。

莱阳绢纺厂生产的泰山牌120N／2、140N／2桑绢丝在欧美市场上倍受青睐；丹崖牌普通硅酸盐

水泥、半岛牌农用碳酸氢铵、晶牌系列电熨斗等优质产品打开了市场销路，扩大了生产规模，增

强了莱阳的经济实力。到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7189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比

1978年的29492万元增长1．44倍，是1949年170万元的422．88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

比重由1949年的2．83％上升到68．39％。

加快交通邮电发展步伐，促进商贸文教各业俱兴。建国后至1978年，在各级政府及全县人

民共同努力下，境内已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交通网络。1979年后，又新修筑公路1条计31．6

公里(莱阳至高格庄)，修筑大型公路桥1座、中型公路桥7座，铺沥青路面上百公里，增加各种机

动运输车数千辆；莱阳邮电通讯大楼落成后，先进的通讯设施，使莱阳通讯事业跨入全省县市

区先进行列；1987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40380万元，比1978年增长2．44倍；出口商品收购额

达14745．51万元，名列全省县市区之首；全市围绕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基本思路，已建立起大

学、中专、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及各类业余学校等多层次、多渠道、多专业的教育体系；

医药卫生设施齐全、文体活动开展活跃；计划生育卓有成效；科技成果比较显著，1978--1987

年，全市累计有16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家及部、省级水平，17项达到烟台市级水平。

强化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整体功能。1981年，莱阳在烟台地区率先完成县城总体

规划。1983年，县委、县政府从改造旧城区入手，加快城区基础设施建设，人民路、和平路等8

条干线街道相继拓宽、改造，新修及延伸街道5公里；在城区主要交叉路口设立交通岗楼、安设

交通信号装置；承担城区客货运输的机动车辆相继出现；路灯、果皮筒、垃圾箱一应俱全；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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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设施大为改观；商贸交易、文化娱乐及居民生活服务设施应有尽有；职工住宅面积比1978

年增加了35万平方米。至1987年，莱阳城区基本设施已明显改善，清新、优雅、洁净、翠绿的城

市环境已经形成，城市整体功能明显增强。

落实富民政策，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78年后，莱阳市委、市政府加速经济和各

项事业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山东省一系列富民政策，使人民收入不断增加。1987年，全

市农民人均收入530元，比1978年的110元增长3．82倍；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由1978年人

均533元提高到1987年的1275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由496元提高到1108元。职工奖

金、福利待遇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1987年，城

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达28908万元，人均335．09元，分别比1978年的2431万元、31．05元提

高10．89倍和9．79倍；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79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1987年的8．3

平方米；农民住宅由70年代前土石结构的草房，向较高标准的砖瓦平房或楼房转化，人均居住

面积达到16平方米以上。在文化生活方面，莱阳人民在加强基础性的文化科学教育的基础上，

已开始向健康、文明而又更高、更广的文化科学教育领域进取；具有时代特征的勤劳致富、科学

兴业、搞活经济、参与竞争、讲求时效、富民强国等新观念已成为城乡群众最感兴趣的话题。

四

莱阳市过去的业绩，有史可鉴，客观、真实地记述历史，是为了资治、开创未来。优胜劣汰，

物竞天择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莱阳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历史

时期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无限光明的，肩负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要跟上历史发展进程，必须

以史为镜，把握事物的兴替规律，扬长避短，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紧紧依靠全市人

民，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才能开创出莱阳更加美好的前景。

1988年以来的几年，莱阳在通向新的征途中，又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一，在实施现代化

城市建设中，莱阳坚持基础设施超前发展的观点，按照“路通百业兴，有水满城活”的思路加快

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烟青一级公路的市区大型立交桥，宽40米“三块板”四车道的五龙南路、富

水路及蚬河南路、鹤山路等相继在莱阳城区建成或拓宽改造；自来水供应管道已通达城区各个

角落；城区道路沥青铺设率达到96．7％，道路完好率达到91．6％，路灯普及率高达96％。1989

年，莱阳城区省级卫生城达标。当你徜徉于莱阳城街头时，一派现代化城市景象便会清晰地映

入你的眼帘：一幢幢商业大楼、饮食服务大厦拔地而起，一座座文化娱乐观赏设施建成营业，客

商云集的集贸城(后改商贸城)、小商品批发市场、服装市场、农副产品市场等交易活跃、生意兴

隆。其二，莱阳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看准了莱阳经济腾飞的捷径是加快发展乡镇村企业。

1988"-'1989年，莱阳投入乡镇村企业的资金近2亿元。1992年，乡镇村企业总产值，由1987年

的2．3亿元增加到13亿元；年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和村庄，也由1987年的1家增加到50多

家。莱阳的乡镇村级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高速度崛起了。

这一切，显示着茌梨之乡在巨变，预兆着其繁荣昌盛、绚丽多彩的规划篮图，将一步一步变

为现实。

社会在发展，人们在前进，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中，勤劳智慧的莱阳儿女一定能奏出时代的

最强音，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增辉添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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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汉

大 事 记

公元前164年(文帝+六年)

汉文帝刘恒封刘雄榘为胶东王。时青州

总部管辖东莱郡、琅琊郡及胶东国，其中胶东

国辖：即墨、昌武、下密、壮武、郁秩、挺(挺城

在境内中古城)、观阳(观阳城在现牟平县半

城)、邹卢(邹卢城在现莱西县古城里)、长广

(长广城在现海阳县发城)、昌阳(昌阳城在现

海阳县庶村南)。

东 汉

公元37年(建武+三年)

邹卢并入挺。同年撤胶东国，其县归属北

海国。

晋

277年(咸宁三年)

设置长广郡，辖长广、挺等县。撤昌阳、观

阳。

298年(元康八年)

复置昌阳县(其城址在今境内昌山村

南)。

北 魏

470年(皇兴四年)

分青州东部置光州总部，辖东莱、长广、

东牟三郡。时昌阳、挺隶属长广郡。

东 魏

县。

539年(兴和元年)

在长广故城(今海阳县发城)复置观阳

隋

583年(开皇三年)

撤长广郡与东莱郡(时诸郡皆撤，各县直

隶于州)。其所辖各县(含昌阳、挺、观阳)属光

州。

585年(开皇五年)

改光州为莱州，辖昌阳、挺、观阳等8个

县，隶于青州总部。

596年(开皇十六年)

置卢乡县城于原邹卢故城(今莱西古城

里)，挺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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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年(大业三年)

是年修筑昌阳城垣。

莱州改为东莱郡，辖昌阳、卢乡、观阳等

县，隶于青州总部。

唐

621年(武德四年)改东莱郡为莱州，昌

阳、卢乡属之。

627年(贞观元年)

卢乡、观阳并入昌阳。时昌阳归莱州管

辖，隶于河南道。

650年(永徽元年)

昌阳城被水淹毁，迁县治于现莱阳城址。

后 患

923年(同光元年)

唐庄宗李存勖为避讳祖名国昌，改昌阳

为莱阳(即莱山之阳，莱山为旌旗山的古名)，

仍归莱州管辖。

金

1131年(天会九年)

划莱阳东北部归新设置的栖霞县。时莱

阳属莱州，隶于山东东路。

元

1357年(至正十七年)

红巾军将领毛贵率军攻陷莱阳。时莱阳

属般阳路总管府，隶于山东东西道。

明

1368年(洪武元年)

知县贾则智增修文庙。时莱阳属莱州府。

1376年(洪武九年)

七月，升登州为府，九月，莱阳属其管辖。

1410年(永乐八年)

正月至六月，流行瘟疫，死亡六千余人。

1440年(正统五年)

知县郭敏修筑县城。

1501年(弘治十四年)

暴雨、冰雹，田禾损伤。

1511年(正德六年)

刘六率义军破城，焚县署。

1515年(正德十年)

官府重建县署。

1519年(正德十四年)

知县司迪督修砖城。

1575年(万历三年)

全县清丈田亩。

1582年(万历十年)

莱阳官府主持编纂的《莱阳县志》修成，

历时3年。

1629年(崇祯二年)

境内人士董大成聚众起义，登镇总兵张

可大率军镇压，义军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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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崇祯十五年)

闰十一月，清兵攻莱阳，知县陈显际及邑

绅宋应亨等合力坚守城垣，击退清兵。

1643年(崇祯十六年)

二月六日，清兵攻陷莱阳城，知县陈显际

战死，绅民死者万计。

1644年(崇祯十七年)

十月，邑人明兵部右待郎左懋第使清，不

辱使命被拘留于太医院内。

清

1646年(顺治三年)．

六月，明兵部右待郎左懋第拒降不屈而

死。

1661年(顺治十八年)

栖霞人于乐吾(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七，

众人称之于七)据守牙山抗清起义，清军云集

莱阳，次年三月义军失败，于乐吾突围转移，

清军撤出莱阳。

1667年(康熙六年)

三月初一，大雪，麦苗损害严重。

1668年(康熙七年)

六月，地震，游仙宫石碑、咸福坊倒塌破
’

碎。

1669年(康熙八年)

续修莱阳县志，至1678年(康熙十七年)

修成。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

连续两年饥荒，树皮、树叶皆被饥民食

光，死者甚多。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

七月，暴雨成灾，房屋、田禾损失严重。’

1726年(雍正四年)

清政府规定丁银摊入地亩内，灶丁(盐

丁)半摊入，灶户(盐户)租用的土地征收赋

税。

1735年(雍正十三年)

裁大嵩卫。划境地行村、嵩山、林寺三乡

归新设的海阳县}划青山乡归宁海州管辖。

1748年(乾隆十三年)

蝗虫成灾，食尽禾麦。

1752年(乾隆十七年)

知县郝大伦在文昌阁西修建卢乡书院。

1821年(道光元年)

夏秋，疫病流行，死者无数。

1836年(道光十六年)

大旱，粮食所收无几，导致第二年春荒严

重，死者甚多。

1846年(道光二+六年)

知县张涵将卢乡书院迁至宋琬(号荔裳)

故宅。

1861年(咸丰十一年)

八月，捻军首领李成、张乐行率捻军入

境；九月围攻县城未克。

1865年(同治四年)

七月，大雨淹没庄稼，房舍倒塌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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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同治六年)

五月，捻军首领任柱、赖文光率军进抵县

境；六月攻县城未克，旋即西去。

1880年(光绪六年)

小麦大丰收。

1888年(光绪十四年)

开征酒税。

1891年(光绪十七年)

盐民由煎盐改为晒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四月，冰雹积地尺余，大者如杵，伤麦塌

屋惨重；

七月，绵虫成灾，伤害田禾严重。

秋，大旱，小麦失种。

是年，县城设立邮政局。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田赋改为折征制钱。

1904年(光绪三十年)

设县立高等小学堂。

成立县商务会。

1905年(光绪三+一年)

卢乡书院改为莱阳官立高等小学。

清政府诏令停止科举及岁科试。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设审判厅。

设师范传习所。

开始征收庙捐。

1907年(光绪三+三年)

县设巡警局。

始征荒地税和油业捐。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征收戏捐、城厢铺捐。

1909年(宣统元年)

改巡警局为巡警所。

四月，莱阳县选孙孟起、盖有均为省咨议

局议员。

知县朱槐之继历史上四次增修、重修文

庙之后，第五次重修文庙。

1910年(宣统二年)

五至七月，县民曲士文(又名曲诗文)率

数万农民举行抗捐抗税起义，攻打县城，遭官

兵镇压，起义失败。

是年，设筹备自治公所。

1911年(宣统三年)

正月初一，大雨，河水漫溢。

是年，县众议会、参议会成立。

是年，全县划为十八个区。

是年，县设电报局。

中华民国

1912年(民国元年)

1月1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

用公历纪年。

8月，山东同盟会莱阳分会改组为中国

国民党莱阳县党部，下设18个区分部，次年

11月解散。

10月，改选县众、参两会议员，选王自

勃、张丕基为正、副议长；选于之模等为参事

员。

冬，开征屠宰税。

是年，改知县为民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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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

春，开征地亩捐。

5月，始征印花税。

是年，于莱阳城东北蚬河岸边建县农事

试验场。

1914年．

春，田赋、盐税改银两为元。

3月，解散县众、参议会。

秋，曲士文被捕，12月被杀害于烟台西

南河。

是年，改民政长为县知事。

是年，设县农会。

是年，设县立乙种农业学校。

1915年

5月，裁撤县警备队。

是年，更定盐税新制．

是年，废止私塾。

1916年

夏，大旱。

是年，改劝学所为视学所。

是年，设羊郡盐务所，隶属金口盐务局。

1917年

春，大饥。

是年，创办县立女子高等小学。

1918年

1月，免去地丁赋税中的盐税

3月，复设警备队。

6月，莱阳盐民举行反盐税暴动，火烧羊

郡盐务所。

秋，瘟疫流行，死者甚多。

是年，设县立师范讲习所。

1919年

春，朝鲜人金允浞于县城南关创办鸡林

医院。此为莱阳城首家西医医院。

7月5日，莱阳县盐民举行暴动，焚烧羊

郡盐警住所。

8月，县设地方财政管理处。

是年，县设通俗教育讲演所。

1920年

夏，沿海地带发生蝗蝻，成群海鸟将其食

尽。

是年，设劝业所。

1921年

5月，改警备队为警察队。

是年，于卢乡书院设县立初级中学。

1922年

莱阳城西关设立基督教浸信会教堂；城

西门里设立天主教堂；城南关设立基督教长

老会、信义会教堂。

1923年

1月，增加牲畜税、公益捐。

9月，增加盐税。

是年，朝鲜人基督教牧师朴尚纯在南关

村放映无声电影《洪水灭世》，此为莱阳第一

次放映电影。

1924年

改视学所为教育局。

1925年

夏，改劝业所为实业局。

11月，中共党员宋海艇受党组织派遣，

由济南回家乡莱阳开展党的工作，至次年春，

发展一批党员，在莱阳农村播下第一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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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

12月，恢复县众议、参议两会，次年2月

停。

1926年

5月，县公署设货物税局。

秋，中共莱阳党组织先后在水口、小院等

10多个村庄发展党员20余名，并在30多个

村庄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发展会员200余人。

是年，改农业学校为职业学校。

是年，国民党莱阳县党部重新建立，1928

年公开。1935年9月28日撤销。1938年恢

复。1945年8月解体。

1927年

秋，县设禁烟局，但官府向民众派种罂

粟，公卖鸦片，次年停止。

12月26日，中共党员李伯颜(又名李树

信)建立中共前保驾山村(现属莱西县)支部，

于次年1月到莱阳东乡发展党组织。

1928年

2月，李伯颜派宋海秋到石龙沟村主持

建立中共石龙沟村支部委员会，宋式纯任书

记(当时称支部长)。不久，又在淳于、田家灌、

王宋等村建立党小组。

3月，中共莱阳县委员会在水口村成立，

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孙耀臣任宣传委

员。

5月，中共莱阳县委建立起“胶东抗粮

军”，准备武装暴动，攻城劫狱。后因县委书记

李伯颜被叛徒杀害，县委遭破坏，攻城部署受

挫，抗粮军副总指挥田益三不知情况有变，仍

照原计划于24日率部攻进县城内，打开监

狱，解救出270名被关押的群众后，旋即撤

出。

5月，国民党胶东游击队副司令左慰农

收编地方武装进驻莱阳城。

7月，东海警备司令施中诚由烟台率部

占据莱阳城，次年5月奉调离境。

9月，施中诚与联庄会、同乡会代表于姜

疃召开和平会议。

10月，改联庄会为民团筹备处。

12月，中共莱阳县委宣传委员孙耀臣等

7人去济南寻找上级党组织返回，途经高密

县呼家庄时，孙耀臣因叛徒出卖遭捕，于26

日被杀害。

是年，改县公署为县政府，改县知事为县

长。

是年，全县小学教员实行聘任制。县立、

区立小学教员均由校长聘任，呈报县教育局

审查备案。

1929年

6月，刘珍年派旅长张銮基率部进驻莱

阳。

10月，改财政处为财务局。

是年，设民众读书阅报所。

是年，改民团为保卫团。

是年，实业局改为建设局。

1930年

1月，设县法院。

6月，在县城创办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

范学校。1934年改称“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

村师范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

7月，张銮基部移防平度，刘珍年复派其

旅长梁立柱率部驻莱阳。

11月，刘珍年修筑烟(台)莱(阳)汽车

路，派征莱阳县筑路费2．5万元。

是年，民众读书阅报所与通俗讲演所合

并为民众教育馆。

是年，在游仙宫旧址改建校舍40余间，

县立第一小学迁入，并将女子小学并入，开男

女合班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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