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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改革、继续开放和。四化”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青州市第一

部社会主义新方志《青州市志》问世了。这是全市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

一件大喜事。在志书出版之际，遵编委之嘱，草成下文，权当作序。

历史上青州曾六修府志，四修县志，但无论在思想性或科学性方面，都

没有突破旧志窠臼。而《青州市志》却以新的思想和方法作指导，既有继

承，又有创新，其思想性和科学性都是旧志所不能比拟的。且在突出地方性

和时代性上具有四个特点：L其一，志书编纂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不隐恶、不虚美”，客观地记述了青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

方面，既记述成绩，也不回避失误，既写出了优势，也指出了劣势；其二，

志书注重了经济内容的记述，浓墨重彩地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

州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冲破了旧志书重人文、轻经济的藩篱。全书22

篇专志，经济类9篇，内容占全志的40％；其三，志书在总体设计上挣脱

了旧志书的束缚，，体例上有所创新。其中烟草篇、文物名胜篇的设置，工业

’篇、农业篇中名优特产章的安排，都能充分体现青州市的地方特点；其四，

志书的下限，原定1985年，为了突出改革、开放、搞活这一时代特点，反

映县改市后的新面貌，延至1987年，有些还下伸到1988年。

志书的确称得上“一方之百科全书”，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

一卷在手，犹如“青州”在胸，其价值和意义，毋庸美言。当政者，可以之为

镜，知交替，明兴亡，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把握青州历史发展的脉

络，客观地、全面地认识青州，避免因长官意志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

从青州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决策青州的现在和未来；青州人民可以之为

师，陶冶情操，淳化民风，发扬光大青州儿女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光荣传，，
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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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市志》

除此之外，

南开大学

教授来新夏、王连升二位先生的精心谋策、指导，兄弟县(市区)的通力协

作，全市人民的殷切期望，无疑都是志书成功的有利条件和强大动力·在
／／

此，我谨代表中共青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本志并为本志作出贡

献的专家、学者、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水平所限，，书中错讹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 ．．
，

隋华堂

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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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地居鲁中，建置历史悠久。汉晋以来，迭为名城重镇，久称兵家险

隘。加以交通便利、物产丰饶、人文荟萃、名胜广被，为齐鲁之一大都会。

此自不可无志以志盛。

‘青州修志，溯源甚早，见于著录者，宋已撰有地志、图经。而成书传世

者有《青州府志》及《益都县志》多种。府志之修据称始于明洪武，惜其不

传，难以考求。其传于今者当以明嘉靖《青州府志》一十八卷为肇端。其后

有明万历《青州府志》二十卷及清康熙三修《青州府志》，而道光、咸丰

间，历时廿载所修《青州府志》六十四卷，时称佳构。除此六种传世成书

外，其已撰未刊者尚有雍正时所撰《青州府志摘略》，今仅存光绪抄本于山

东省图书馆。县志之修凡三，始于明万历《益都县志》九卷，北京图书馆入

藏其残本五、六两卷；次有清康熙、光绪二志，而光绪《益都县图志》尤著

声誉，为志家所推崇。 ．

青州既为可志之胜地，又有修志之良好传统。故建国后益都、青州先后

主政者之汲汲擘画，广集人力物力，亟谋盛世修志，自在意中。青州新志之

修始于一九六O年四月。时当一九五八年群众编史修志热潮之后，修志工

作趋于平实之际，历时八月乃成《益都县志》八卷四十万字，以油印本行

世，惜因众所周知之故，百业俱辍，志事中断，志稿更未遑修订。八十年

代，诸端并举，又倡修志之议，于是中华大地，修志成风，举国市县，无不

纷起，极历代修志之盛。益都县主政者遂于一九jk-_．年初，集人力财力编纂

《益都县志》，五易寒暑，至一九八六年益都易县为市，以古青州名市，于是

定名为《青州市志》。一九八八年六月，广延有关人士评审修订，于十月成

稿，更邀我任市志顾问承终审志稿之责。同事王连升教授籍隶青州，谊切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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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共膺顾问之聘。是时我兼绾南开大学出版社编政，青州市志编委会

以刊行问世之任，义不容辞，慨然允诺，乃遴选编辑室主任焦静宜偕编

标、陈岩与市志办诸同仁尽半月之功，去重订正，整齐文字。十一月

市志乃告底成。 ．。

青州市志既有在位者热诚支持关注，复得各行各界共襄其事，乃广集本

邑人才，拨付专项用款，时经七载，终成专志二十二篇及概述、大事记、人

物传、附录多种，近百万字，并配以图表，俾一志在手，青州之古往今来，

纵横左右，无不坐收于几席之间，其事之伟，其业之宏，足以当。漪欤盛哉”

之誉。我谬任市志顾问，复主编政于南开大学，审订编印之责，难卸仔肩，

通读全志，乐观其成，不禁深以州人孜孜于乡邦文献而有所感，适市志办请

序于我，面临盛举，我又乌得不洮笔以纪其始末。是为序。

来新夏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

于南开大学北村邃谷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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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青州市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7

主。首置概述和大事记；中设建置、自然环境、居民、经济总述、城市建。

设、工业、农业、烟草、商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经济管理、党派社

团、政权政协、政法、军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文物名胜、卫生

体育、风情习俗等专志22篇；末设人物和附录。专志分章、节、目记述，

目题书黑体字，不标序列符号。概述、大事记、人物和附录不入篇序，不分

章节。 ．

二，概述，综叙市情，总摄全志；大事记，记述建县(市)以来的大事

要事。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一人物，分人物传和著名烈士简介；附

录，辑存有关重要资料。根据需要，部分篇首冠短文。

三、断限，原则上起1840年，下讫1987年，需溯源的事物适当上溯。

“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前志断修后至下限80年间的史实，特别

详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实绩，以体现时代特点。为充分反映地方特色，设烟草、文物名胜篇；在工

业和农业篇中分别设“名优产品”、。土特名产”章。

四，已故人物应立传者，本籍人以生年为序，客籍人以在青州先后为

序；在世人物不立传，需记述者，将其事迹载入有关篇章。

五、历史朝代用通称。青州市，益都县称谓屡变，各时期的政权机构及

其他有关名称，用当时的全称。地名二般用今名，用历史地名时注今名。

六、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元年以前用旧纪年，

夹注公元纪年；自1912年至下限，一律用公元纪年，必要时夹注民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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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年。旧纪年及月、．日书以汉字。计量，以中国国际单位制推行委员会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试行)》为准。，

七、行文中，“解放前(后)”系指1948年3月益都县境解放前(后)；。建

．国前(后)”系指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

，．八、资料，来源于中央、省、市、县档案；正史、旧志、谱牒、报刊、

专著及有关个人的回忆材料；数据多取于青州市统计局。对资料有分歧者严

格鉴别j稽实求真；不能决者诸据并存。

0{04●{j1一●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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