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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张广恂

副主任迟昭厚卢荆之马 奎张汝俊王会文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凯骋冯恩昌衣传科吴克明

张兆吉张学超潘心德潘可佐

办公室主任张学超

办公室副主任贺光东

．《临朐县志》特邀顾问

马连礼马福震王复兴张在湘

《临朐县志》审稿

主审高世钦

副主审王会文王凯骋张兆吉徐世超

《临朐县志》编纂人员

主编傅绍信

副主编张玉昆贺光东

编辑傅绍信张玉昆

熊超刘万海

特邀撰稿人员钱曾怡

主要摄影人员宋崇吉

制 图尹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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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临朐县志》顾问及特邀编纂人员

顾问 马维堂 谭家昌 马福吉 王会久 吴芳亭 李同仁 张冠顺

马俊之 丁瑞之 刘健三 何凤鸣 王 农

特邀编纂人员 高普春 崔启元 曾祥瑞 马学升 李师谦 刘心礼 胡志凯

刘嘉玉 刘德玉 仉文义 郝湘榛

《临朐县志》部分篇章初稿撰写人员

李俊三 秦学军 孟庆义 李师彦 王义超 李同仁

本志编修前期，张兆吉、宋德昌先后任办公室主任，孟广岱、李俊三先后任办公室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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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临朐县志》问世，是临朐四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爰陈数语，以为序。

临朐县编修地方志始予明朝末年。嘉靖年间有官修的《临朐县志》和私修的《昌国

赊艘》。此后，有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临朐县志》，光绪末年编修的《山东临朐县志》和

《清本乡土志》，民国时期有一部《临朐续志》。以上志书，不论官修或私撰，其内容除山

川、疆域、人口、祥异而外，多为歌颂皇功宦绩，表彰节妇、烈女之章，对于创造历史

的劳动人民和左右国计民生的经济部类，记述则大部阙如。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

代志书毕竟为后人留下了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编修方志，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方志

工作。早在1941年8月，党中央就发出指示，要注意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

1956年，年轻的新中国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中，提出了编修地方志的任务。

195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周恩来总理对此项工作也作过指示。根

据上级部署、，临朐县在1960年编修过《临朐县志》，但当时仓促成书，仅打印成册，未

能正式出版。这次编修《临朐县志》，从1982年春天着手，在中央和省、地(市)的领

导、指挥下，成立专门机构，挑选精干人员，广征博采，精心笔耕，历时七冬八春，其

间十易篇目，五修志稿，到1989年10月完成。

新编《临朐县志》，纵贯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四十多年的县史，有些内容还上溯到了古

代，横及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内容浩瀚、翔实。编者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地反映了临朐县一个

半世纪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尤其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的记

述中，既详记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求解放、艰苦创业绘宏图的丰功

伟绩，又总结了在革命征途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这对临朐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在近八年的采编过程中，省、地(市)史志

办公室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大量的、及时的指导，曾在临朐工作过的老前辈们给予了

热情的支持，县内离、退休老干部和各界人士给予了大力帮助，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
共临朐县委、临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向为《临朐县志》作出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

示衷心感谢。 ．

在这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编志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由于诸多因素限制，这

次出版的《临朐县志》中，难免存在缺陷甚至错误，恳切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特别是

在临朐战斗过、工作过和了解临朐历史的老前辈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

嘉言娑臻嚣萎毽翟张广恂临朐县史志编委会主任 一’一

1989年10月



序

， 不鉴古难以察今，今之不察何以明后?因此，编史修志，为古今中外所重，更是中华民

族的一项优良文化传统。二十四史，卷帙浩繁；郡国方志，汗牛充栋。临朐县历史悠久，文

化源远流长，编史修志亦成传统。自明代嘉靖年间开始修志，至中华民国时期，官方纂修五

次，私刻亦见1部。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近代的临朐，曾遭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武力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国民党反动势力

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临朐人民在一个多世纪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光

辉历程中，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涌现出无数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建国四十年

来，临朐人民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取得了巨大成就。其间历经曲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对以上这一段历史，用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以整理总结，是建设临朐、振兴临朐、发展临朐所急需。经八更寒

暑，十易篇目，五修志稿，新编《临朐县志》终于问世。这是一件富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的大事。

我于1986年来临朐工作，荏苒已近四载，对临朐的感情与日俱增。我热爱这里风光秀丽

的河山、悠久灿烂的文化，更热爱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由于种种原因，临朐县目前经济还

比较落后，人民群众还比较贫困。每念及此，倍觉肩头沉重，夙兴夜寐，．未敢稍懈。工作中，

每欲定一策，举一事，常恐与县情有违。特别是要探索历史轨迹时，更苦无翔实资料。几部

旧志，或因年代久远，沧桑多变，或因历史局限述经济失之疏简，概貌不清，脉络难明。而

今翻阅新编《临朐县志》，集一个半世纪来县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内容

于一书，通古贯今，既博且精。置一部于案头，犹如藏临朐于胸中，一县风情，展卷即得，怎

不令人感奋。

新编《临朐县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临朐百科全书。凡欲认识临朐者，研究临朐者，凡

有志献身于建设、振兴临朐之光辉事业者，请览此志。是为序。

1

．∽

临朐县县长迟昭厚

198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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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八日县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临朐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县史志办公室副

主任孟广岱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我县地方志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认为，地方志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三大功用。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

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认真编修好地方志，有

利于各级领导同志掌握当地情况，发挥当地优势；有利于鉴往知来，搞好改革；有利于

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确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

三年来，我县史志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经过史志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

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这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量大面广，涉及百科，政治性、

科学性都要求很高。为了圆满完成这项任务，真正编写出高质量的、有实用价值的我县

的新志书，县、乡镇政府要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切实纳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要加强

编志队伍的组织建设，提高编志人员的业务素质，并及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人员配备、

办公条件、经费等)，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这项工作。全县史志工作者，要发扬

成绩，克服困难，以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编修好我县的地方志做出新的贡献。



凡 ’例

一、新编《临朐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资治、教化、存

史为目的，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1840年，下限1987年，个别资料作必要的上溯下廷。

三、本志结构按事业分类，平列设篇，特点突出的事物单独设篇。专志设三十六篇，

篇下设章、节、目、子目。“县情要览”冠于篇首，。大事记”列“县情要览”之后，专

志之后设“人物”和“附录”。

四、本志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述统摄全书，以记综记

大事，以志详述各项事业，以传收载人物，附录辑存文献，图、表随文安排。

五、“大事记”以时系事，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

六、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遴选人物以本籍的、正面的、近代的为主，述其为人，

记其功绩，以彰往昭来。所载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人物简介”最后系有少数奸宄

人物，陈其劣迹以戒后世。

七、文内建国前、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内的30、40⋯⋯80年代，系指20世纪30、40⋯⋯80年代。

纪年：清朝及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自中华民国元年(1912)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八、地区、机构、官职均系当时名称。古地名必要者注明今地名。

九、数字用法：除引文、专用词语、成语、序词、清朝及以前的历史纪年、夏历月

日外，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

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几分之几用汉字。

度量衡。使用标准的公制和市制，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名称，有的照录，生僻的予以

换算或夹注。 ，

十、本志资料来自国家、省、市、县各类档案资料，正史、旧志、家谱；中共临朐

县组织史资料、县政协文史资料；有关报刊、专著、碑碣、以及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

材料，经考证鉴别后载入，一般不注出处。

统计数字以临朐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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