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简介 

聊城市地处经济发达的山东省，居鲁西，临河南、河北，位于华东、华北、华中三大行

政区交界处。代表中国商业文明的京杭大运河和代表农业文明的黄河在此交汇，贯穿中国南

北的京九铁路和连接祖国东西的胶济邯铁路及高速公路在此相交形成“黄金大十字”。 聊城

不仅起着辐射和带动鲁西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而且也是与山西、河北等内陆省份进行经济、

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聊城既可利用东部沿海的先进技术，还可利用东部省份的丰富

资源，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能源基地、内陆口岸和辐射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中心城市。 
聊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原始社会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从事农业生产。市境

发现了距今约六七千年的 100 座龙山文化城，它们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

城。 
可见，古济水西岸是当时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夏商周时期，聊城经济和社会

发展较快，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春秋时期，聊城为齐国西部重要城邑；战国时期，聊城

为诸侯争战之地； 
秦汉时期，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有改善，铜、铁、铝是主要生产工

具，利用水井解决饮水和灌溉问题，豪富之家乘车马出行，铜镜、熏炉成为必需品，能制作

工艺水平较高的陶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培养了不少名士武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自然灾害较多，其间局部统一的时期，社会相对

稳定，经济文化事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隋大业 4 年（公元 608 年），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使市境交通、水利便利，促进了

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临清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唐代是市境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

期，尤其是教育事业发达，造就了许多名人；明清两代是聊城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明朝资政

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东阿文定公于慎行于万历七年所写的《东昌府城重修

碑》，有“万货辐辏，江北一都会”、“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等名句，至今被竟相传引。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到明永乐九年（1415）间曾数次兴工开复会通河，纵贯中国南

北的大运河为聊城的发展繁荣带来勃勃生机，临清、聊城（今之东昌府区）成为沿运九大商

埠之一。聊城“廛市烟火之相望，不下十万户”、商贾云集、百业兴隆、帆樯如林、舳舻相接、

车马络绎、货积如山。外籍商人会馆傍河而立，有崇楼高阁、殿宇名刹，清康熙帝 4 次来聊，

乾隆帝 9 次驻跸聊城。市境商贸昌盛，农业、纺织业、印刷业、笔业、工艺品生产业、砖窑

业、食品业、造船业、漕运业发达。 
民国建立之前，市境有同盟会会员秘密组织民众进行革新。 
民国时期，聊城是鲁西政治、文化、中心。民国初，有棉业研究所、讲习所、实验厂，

修建了公路，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电灯公司、银行、织布厂、医院、官立中学堂、师范学

校等。民国中后期，由于军阀混战、日军入侵，农工商各业遭受极大破坏。1937 年“七七事

变”后，聊城成为抗日的前沿。抗日武装 6 万余人，与日军作战 80 余次，保卫收复了大片国

土，聊城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解放战争时期，聊城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后方基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强渡黄河之际，市境有 3。7 万人参军入伍；在淮海

战役、渡江南下作战中，境内民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全力支援解放军作战，为战争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聊城人民继承优秀历史传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

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聊城资源丰富、交通便利、通讯发达、旅游业成为新兴产业。聊城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



 

优质棉、蔬菜、果品、畜禽生产基地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出口基地。 
其中高蛋白小麦、鸭梨、圆铃大枣、香瓜、小尾寒羊、鲁西黄牛等名优稀特产品驰名中

外，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100 万亩，食用菌栽培面积居全国首位，久负盛名的冠县鸭梨

种植面积达 60 万亩，为全国之最，肉牛年出栏 100 多万头，肉鸡年出栏 500 多万只。水利

资源充足，境内有徒骇河、马颊河、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加之位于黄河位山灌区上游，水

利条件十分优越。市境可利用地表水资源多年平均总量为 454。86 亿立方米，过境黄河水资

源 420.3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 9.51 亿立方米。煤、石油、天然气、石灰石、石膏、

铁等地下矿藏丰富。地热资源尚待开发。生物资源种类繁多，粮食作物品种 500 多个，经济

作物品种 107 个，蔬菜品种 600 多个，药材品种 61 个，林木果树品种 225 个，花卉品种 146
个，饲养动物品种 95 个。 

聊城是山东省交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京九铁路、邯济铁路、济馆高速公路在此交汇，

是连接东西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聊城铁路编组站是京九线上的 4 大编组站之一。从聊城出

发，1 小时到达济南空港，4 小时到达青岛海港，3.5 小时即可到达北京。 信息产业发展迅

速，实现了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网络立体化的现代化电信网络。聊城还开通了计算机

互联网和多媒体通讯网络。“聊城信息港”是中国公众多媒体信息网的一部分，它与国外信息

网相连，实现了与世界资源共享。 聊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然资源与人文景观相互交

融形成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名胜古迹 2700 多处，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景观有 470 多处。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省级重点保护单位 15 处，特别是聊城城区独具“江北水城”特色，

素有“中国北方的威尼斯”之称。  
凭借“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全新城市定位和不懈地努力，一个新兴的旅游休闲目的地

——聊城，也大踏步走在了休闲城市建设的前沿。 2008 年“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2010
年“第三届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论坛揭晓了“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评选结果，聊

城两次次榜上有名 

神话传说 

聊城也称“凤凰城”，因为聊城古城池位置和布局状若凤凰，故素有“凤凰城”之称。对此，

还有一个传说：  
传说，聊城一带原是一片梧桐林，住着一对凤凰，统率着林中百鸟，过着幸福的生活。

有一年发大水，东海一条恶龙来到此地，驱走了凤凰，使这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人们叫它

东州湖。地方官见湖波荡漾，周围林茂花繁、景色优美，便想在湖边建城，但工匠们感到工

程艰难，均不敢承担。这时，来了两个人，一个叫王东，一个叫王昌，他们自告奋勇，愿意

承建。原来这两人就是被恶龙赶走的那对凤凰所生的儿子。王东、王昌建城，凤凰率百鸟送

来木石用料，不长时间，一座雄伟的湖城建成了。人们为了纪念凤凰在建城中的功绩，便将

该城起名为凤凰城。后来，东海恶龙又兴风作浪，企图摧毁新城。此时，王东、王昌即力战

恶龙。恶龙逃往东海，扒出一条水道，引海水来灌城。为救凤凰城的百姓，王东、王昌兄弟

二人钻入水下，用身子堵住了水道。人们为感谢两兄弟献身保城救众的高尚品德，便将凤凰

城又改名叫东昌城。 

第二章 自然地理 

境内地形较为平缓，除东阿县沿黄河一带有 10 座剥蚀的残山外，皆为黄河冲积平原。

地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莘县西南部最高，海拔 49 米；阳谷县的东北部最低，海拔 27.5



 

石膏 

  据勘探，市内石膏矿主要有茌平——阳谷预测区和堂邑预测区。  
  茌平——阳谷石膏预测区 分布在阳谷西部、聊城东部、茌平县中部，呈西南东北条带

展布，南北长 128 公里，东西宽 15 公里，面积约 1900 平方公里。聊城军王屯钻孔，含石膏

8 层，单层厚度 0．5~2 米，总厚度 9 米，埋深 700～1588 米。  
堂邑石膏预测区 分布在冠县与聊城、临清与高唐 4 县市交界区域，呈西南东北条带展布，

南北长 70 公里，东西宽 5 公里，面积约 350 平方公里。聊城八甲刘堂古 l 孔，寒武系灰岩

中含石膏 7 层，单层最厚 9 米，累计厚 55 米，埋深 2000 米左右。  

石灰石 

  境内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地层中，埋藏 1200 米厚的灰岩，露出地面的仅有东阿沿黄

河一带的 10 余座孤山，面积 4．5 平方公里，石灰岩总储量计 4300 万立方米。  
  饮用天然矿泉水  
  东阿泉饮用天然矿泉水赋存于第三系淡水泥灰岩岩溶隙中，可采水量 250 立方米／日，

其动态稳定，地质环境优越。经水质动态监测验证，水质符合中国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

(GB8537—87)命名的要求，是一种矿泉类型为锶型，水质类型为重碳酸、氯化物——钙、

镁型饮用天然矿泉水。  
  聊城军王屯温泉  
  聊古 1 井，位于聊城东郊军王屯村东，地理坐标为东径 116°02′，北纬 36°26′。此井为

1977 年勘探石油钻孔，井深 2337．72 米。井内热水自流而出，水温 52℃，最大流量 1800
立方米／日，现控制在 150~170 立方米／日。水中含钾、钠、钙、镁、铁、硼、锶等阳离子

和氯根、硫酸根、重碳酸根、氟、溴等阴离子，PH 值 7．4，总硬度 138．5 德国度，总碱

度 8．4l 毫克当量／升，水中溶解氮、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热水出口处建有村办温泉池。

省地震局在此建有水化站，进行地震监测。  

第三章  气候资源 

  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季风气候特征，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大

陆地度为 62.8-64.8，年干燥度为 1.7-1.9。聊城春季干旱多风，回暖迅速，光照充足，太阳

辐射强；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季；秋季天高气爽，气温下降快，太阳辐射减弱。  
  总的看，聊城市农业气候资源较为丰富，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全市年平均气温为

13.1℃，1 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为-2.5℃；7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为 26.7℃。全年≥0℃积温

4884--5001℃，全年≥10℃积温 4404--4524℃，全市范围内热量差异较小，热量分布东南部

东阿县偏多，西北部临清市偏少。无霜期平均为 193-201 天，初霜日平均出现在 10 月 24-28
日，最早出现在 10 月 6-11 日，最晚出现在 11 月 10-22 日；终霜日平均出现在 4 月 9-14 日，

最早出现在 3 月 23 日，最晚出现在 5 月 5 日。年平均降水量 578。4mm，最多年降水量为

1004.7mm(信发，1961)，最少年降水量为 187.2mm（临清，1992 年），全市降水分布东南部

多于西北部。全年降水近 70%集中在夏季，夏季易出现局部内涝。秋季雨量多于春季，春

季干旱发生频繁，有“十年九春旱”之说，冬季降水最少，只占全年的 3%左右。全年降水多

集中于农作物生长期内，对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第四章  历史沿革 

聊城市名由来聊城因古有聊河而得名(一说因春秋时期曾称聊国故名)。 
聊城地区历史悠久。唐虞 3 代，聊城属兖州之域。 

  春秋时期，聊城、茌平、高唐、东阿、阳谷属齐国，莘县、临清属卫国，冠县属晋国。  
  战国时期，聊城、茌平、东阿、阳谷、高唐仍属齐国，莘县改属魏国，冠县、临清改属

赵国。  
  秦行郡县制，境域均属东郡。  
  汉承秦制，西汉初曾封王建国，郡国并称。至武帝始设州部，分全国为 13 个刺史部（州）。

是时，聊城、东阿、阳谷、莘县属兖州部东郡，冠县、临清属冀州部魏郡，高唐属青州部平

原郡，茌平分属兖州部东郡与青州部平原郡。东汉正式定州、郡、县 3 级。聊城、东阿、莘

县、阳谷、高唐、杨露、临清仍属原州郡，茌平改属兖州部济北国，冠县改属司州部阳平郡。  
  三国袭汉制，境域统属魏地，聊城、茌平属青州部平原郡，莘县、冠县、临清属司州部

阳平郡，高唐属冀州部清河郡，阳谷为县王国，东阿仍属兖州部东郡。  
  晋朝仍为州、郡、县 3 级制，聊城、高唐、茌平属冀州部平原郡，临清、莘县、冠县属

司州部阳平郡，东阿、阳谷属济北国及东平国。  
  南北朝时期仍承晋制。后魏，聊城、茌平属济州部平原郡，临清、冠县、莘县属济州部

济北郡，高唐属济州部南清河郡。齐周，聊城属平原郡，临清、高唐、茌平属清河郡，阳谷、

东阿属济州部济北郡，冠县、莘县属司州部阳平郡。  
  隋初废郡存州，后又废州为郡，聊城、冠县、莘县属魏州武阳郡，临清、高唐、茌平属

贝州清河郡，阳谷属济州济北郡，东阿属兖州济北郡。  
  唐朝，州郡之上增设道，始分全国为 10 道，至 733 年（开元二十一年）改为 15 道。是

时，聊城、高唐属河北道博州博平郡，临清属河北道贝州清河郡，莘县、冠县属河北道魏州

魏郡，阳谷、东阿初属河南道济州济阳郡，后属郓州东平郡，茌平属河南道郓州东平郡。  
  宋初，废道设路，路辖府、州，府、州辖县。是时，聊城、高唐、茌平属河北东路博州

博平郡，临清、冠县、莘县属河北东路大名府魏郡，东阿、阳谷属京东西路东平府东平郡。  
  辽、金承宋制，分其所辖治的北方为 19 个路。聊城、高唐、茌平属山东西路东平郡博

州，东阿、阳谷属山东西路东平府，莘县、冠县属大名路大名府，临清属大名路大名府恩州

地。  
  元代，全国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下设路、州、县。是时，聊城、茌平、莘

县属东昌路总管府；冠县初属东昌路，后为冠州；高唐初属东昌路，后为高唐州；临清属濮

州，阳谷、东阿属东平路。上属 8 县均隶山东省。  
  明代，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废路存府、州，全国分统于 15 个布政

司，亦称 15 个省。是时，聊城、临清、茌平、高唐、莘县、冠县属山东布政司东昌府，阳

谷、东阿属山东布政司兖州府东平州。  
  清代通称为省，全国初为 18 个行省，后增至 22 个行省，省下为府、县两级。是时，境

内今属 8 个县市均隶山东省。聊城、茌平、高唐（一度为直隶州）、平轩、莘县、冠县、属

东昌府，东阿初属兖州府东平州、后属泰安府，阳谷属兖州府，临清初属东昌府、后为直隶

州。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19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 80 年间，域境建置无大变化。  
  1912 年，山东省废府设道，境域为济西道（治聊城），1914 年改为东临道。1928 年废

道，境内各县直属山东省。1936 年，全省下设 12 个行政区，区设行督察专员公署。鲁西北

为第六区，辖聊城茌平、博平、东阿、阳谷、寿张、范县、莘县、冠县、朝城、观城、堂邑、



 

园、临清运河钞关、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曹植墓、景阳冈、海源阁、临清舍利宝塔、狮子

楼、海慧寺、古阿井、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临清张自忠将军纪念馆、范筑先将军纪念馆、傅

斯年纪念馆、临清季羡林先生资料馆、武训祠。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377.22 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 18.5%；实现旅游总收入 17.77 万元，增长 17.4%，其中外汇收入 189.38 万美元。  
  教科文卫 ： 
  有高等学校 2 所，在校生 2.61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 10 所，在校生 1.75 万人，普通中学

265 所，在校生 39.73 万人，其中义务教育学段在校生 39.73 万人；小学 1391 所，在校生 43.33
万人。拥有各类科技人员 143582 人。共取得市(地)级以上各类重要科技成果 35 项。授权专

利 329 件。拥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 7 个，艺术表演场所 12 个，公共图书馆 9 个，文化馆 10
个，档案馆 9 个。拥有卫生机构 337 所，其中，医院、卫生院 184 所，卫生防疫防治机构 9
所，妇幼保健机构 9 所。各类卫生机构拥有床位 10500 张，卫生技术人员 14600 人，其中医

生 5800 人。有体育馆 3 座，全年参加省级以上体育比赛共获奖牌 35 枚，其中金牌 11 枚。  
  社会生活 ;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12 平方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9841 元，增长 9.7%。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 2677 元，比上年增长 7.0%；生活消费支出 1560 元，增长—0.9%。全市(县、

区)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人数为 96300 人，比上年增长 0。2%。其中城镇 62600 人，增长 0.2%；

农村 33700 人，增长 4%。社会福利性收养单位(含敬老院)115 个，床位 6000 张，收养 4818
人。社会福利企业 42 个，安置残疾人员 50 人。  

“江北水城”是一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她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运河畔。她碧波

千顷，处处春水闹古城。她有着独特的风韵和迷人的魅力、灵气。烟波浩淼的东昌湖，曾有

凤凰栖息，有胭脂对湖梳妆的倩影；气势恢宏的京杭大运河，象一条玉带穿城而过，令人不

由得想起辉煌的往昔；宽阔的徒骇河，象一轮巨大的弯月，簇拥着南部的半个城区，谁说听

不到大禹师徒的惊叹！古老的黄河，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它通过引水渠道，为城区编织出

一条条水网，构成了城中有湖、湖中有城、湖河一体、交互辉映、北国江南的独特水城风貌。

“江北水城”因水而美，因人而丽，因名城名企而愈发卓越秀美。 

第五章  旅游景点 

光岳楼 

简介及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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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特色小吃 

八批果子 

  聊城传统名吃。八批果子是一种油炸的小食品，因炸制成的果子分成八条，两端相连，

为椭圆，口感酥脆，尤以关东街的知味轩的最为正宗，好吃，配以该店特色的甜沫，豆浆等

汤，更加美味“八批果子”分八条，两端相连，为椭圆型。热油烹炸后，颜色金黄，酥脆香

咸，放三、五日酥性不减。吃“八批果子”，一般有“套着吃”和“泡着吃”之分。“套着吃”

是将烧饼撕个口，夹上果子，用手一捏，边喝稀粥（或是豆浆）边吃，吃着酥脆还不干巴。

“泡着吃”则是把酥脆的果子泡到稀粥（或是豆浆）里，由脆变韧，香味不减，再就上小咸

菜，那叫一个美呀。 
做“鸡蛋荷包”和“八批果子”使用的同一种面。“鸡蛋荷包”就是将一块生面团，制成长

方形面片油炸，待面片鼓起，形成“荷包”状时捞出，用手在其一端挑破个口，把鸡蛋磕入，

将口捏严，封口朝上，再次下油锅炸，待蛋液凝固后，翻面再炸，直至外皮金黄，鸡蛋炸熟。 
“八批果子”和“鸡蛋荷包”都是油炸食品，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油炸食物好吃但不能常吃、

多吃，所以，每周饱一次口福足矣。现在，吃“八批果子”和“鸡蛋荷包”，多配以“豆浆”，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油腻，增营养，保健康。 
 

 

老豆腐 

高唐名吃，又称豆腐脑。制作精细，配料独特，别具风味。其特点是：豆腐洁白明亮、

嫩而不松，卤清而不淡，油香而不腻；食之香气扑鼻，有肉味而不腥，有辣味而不呛。老豆

腐用精选的上等黄豆制作。将黄豆去皮碾碎，放入经阳光照晒的储存水（净化的黄河水最好）

中浸泡，待碾碎的黄豆涨足后，用石磨磨成浆。经煞沫、过包（滤渣）后，入锅熬成豆汁，

退温后装入桶或缸内，点入石膏，封口 20 分钟即成豆腐，加入卤和油等配料即可食用。爱

吃辣者可放入油炸的红辣椒。  
做法 
  很特别，因为在豆腐的制作上豆腐脑是属于速成的，老豆腐却很有讲究，制作出来的豆

腐属于上品；要说他们的关键区别还是在汤里面，豆腐脑一般都是放些酱油水，但是老豆腐

的汤那是绝对讲究，放入好几味材料，精心熬制而成。  
特点 
  豆腐洁白明亮、嫩而不松，卤清而不淡，油香而不腻；食之香气扑鼻，有肉味而不腥，

有辣味而不呛。  
销售 
  老豆腐在山东出名的有德州平原老豆腐、济南商河老豆腐、聊城高唐老豆腐。这三地的

口味又各有千秋，反正都非常好吃．三地的居民早起上班的基本不自己做饭，就去小摊上吃

这老豆腐，因为很实惠，一般售价在 6 毛－1 块钱，属于小本买卖，而且老豆腐摊遍地都是，

非常多．是以上三地的早餐首选。  



 

有馅有面，备受群众欢迎。在城镇闹市、乡间集日，常年有设摊者供应。 

东阿豆腐皮 

  东阿豆腐皮是当地一大名吃，尤以东阿县姜楼镇和高集镇的最为著名。东阿豆腐皮，均

匀柔嫩、薄如蝉翼、色泽金黄、油光发亮，味道鲜美、质地细密。选用优质黄豆，采用传统

制作工艺，先把黄豆打浆烧坯，然后过滤点浆舀皮。一锅舀皮七十多张，紧接着压水、扯皮、

煮皮，做出的豆皮白生筋颤，薄的可当手绢卷起。取一片平铺在地上，任凭人踏车碾过去，

仍会保持完好无损，如此韧度令人称奇。豆腐皮是做菜主料，炸炒凉拌均可，还可晾干常年

存放、营养丰富老幼皆宜。东阿的豆腐皮作坊很多，据说东阿县高集镇程楼村是其发祥地，

“高集皮子程楼的货”名扬四方享有盛誉。经常食用豆腐皮可以益寿延年，还能增强身体的免

疫能力。  

莘县杂烩菜 

莘县杂烩菜是当地一道老少皆宜，工薪消费，一道必不可少的开胃菜。 

第七章  聊城名人 

季羡林 

    

简介 

季羡林（1911 年 8 月 6 日-2009 年 7 月 11 日），字希逋，又字齐奘。中国著名文学家、

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 12 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 年 7 月 11 日北京

时间 8 点 50 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 301 医院病逝，享年 98 岁。 



 

年冬 ，冀中行政公署将马本斋诞生地东辛庄命名为本斋村；1953 年 5 月在本斋村建立本斋

回族乡政府；1962 年 10 月成立本斋人民公社；1984 年 2 月，献县人民政府改本斋人民公社

为本斋回族乡。1954 年将他的遗体迁至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2009 年 9 月 14 日，马本斋被评为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马本斋烈士陵园 

 
马本斋烈士陵园 

  马本斋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张鲁回族镇南 1000 米处。1944 年 2 月，冀鲁豫军区第三分区

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后安葬于此。1954 年，烈士灵

柩移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5 年在烈士原葬处重建。陵园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6670 平

方米。整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主要建筑有阿拉伯式穹形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形纪念

亭等。坐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通道贯穿其中。园内翠柏掩映，绿草如茵。重建后

的陵园融合古代建筑与阿拉伯建筑风格于一体，庄严、典雅、肃穆。每逢清明节，总有不少

人到陵园扫墓。宋任穷、段君毅等也曾到此凭吊。该陵园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重要场所。  

第八章  结婚习俗 

建国前，男婚女嫁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至于男女本人没有自

主权，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正常的婚俗，一般要经过通媒、定亲、送婚帖、贺喜、

迎亲、住日子等过程。通媒男到十五六岁甚至十二三岁，即由父母央媒求亲，也有在儿童年

龄即定婚的，俗称“娃娃亲”。若女方聘媒向男方求亲，名曰“倒提媒”，如女方要求男方条件

高，习称“攀亲”。双方父母在对彼方年貌、人品及家庭财产情况探听了解后，认为基本可以，

即行“允婚”。允婚时必男家先允，女方后允，互相允婚后即委托媒人换“小启”(俗称换小字)，
载明属相年庚及生辰日月。双方央人(多为算命先生)“合八字，无冲克和不中意处方可成亲。

再另择吉日交换正式婚约，称“大启”。也有到男家亲自看的，叫“相亲”，若相不中，则不吃

男家饭告辞。男女通婚年龄以女大为贵，俗说“女大一，穿金衣”、“女大三，抱金砖”、“女
大五，赛老母”。  
    定亲多称“传柬”或“换帖”。男家写好柬帖(即定婚书)附彩礼送女家，女家回帖，作为定

亲的依据。换柬后，亲友邻居送物送钱祝贺，男家备酒席答谢媒人和亲友。  
    送婚帖又叫“送年命帖”。男女到结婚年龄(一般女在十八岁以上，男小则十二三岁、大

则二十几岁)，男方根据女方的命相，请人择定吉期(俗称“选日子”、“看日子”)，并将吉期通



 

知女方，女方若同意，便选择吉日良辰，正式向女方送婚帖。帖上写明迎亲日期、新妇冠带、

坐帐、开面、梳妆、上下轿的方向及禁忌等事宜。女方家中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置办被褥、

衣物、首饰、家具等陪嫁，做婚嫁准备。  
    贺喜婚前，男方．的亲友邻居都备礼品祝贺。称“贺喜”。向待嫁的女子送喜礼，称作“填
箱”或“添箱”。男方在结婚前一天备席庆贺。  
    迎亲俗称“办喜事”。迎亲的前一日，女方即将嫁妆送至男家。男方帖喜联、挂喜幛、铺

炕、填枕头做好迎娶准备。晚上，新郎给近处的亲友长辈“行礼”。迎亲这天，按既定时辰，

男方排列仪仗，吹鼓手奏乐，用轿(较贫者用车)到女家迎娶。娶亲有“大娶”与“小娶”之分。

一乘轿为小娶，即备花轿一乘将新娘抬来，谓之“不迎亲”；大娶用两乘轿，新郎乘官轿到女

家迎亲，另一花轿为新娘所备，去时由幼童乘坐，俗称“压轿童子”；轿内还要放一只大红公

鸡，回时女方压回一只母鸡。不论大娶或小娶，其习俗大致相同。嫁女开脸、上头后便开始

少吃少喝、坐炕待嫁的“禁闭”生活。男方到女家迎亲必须带红袄、红毡、红头巾等。  
    是日，新娘早起梳妆打扮，蒙上头红，吹鼓手高奏喜乐，新郎在送女客的陪同下，拜辞

岳父母，例行“谢亲”等礼，然后新郎先上轿，新娘由自家亲人用椅子抬入轿内，俗称“发轿”、
“升轿”，宾客坐车随行。新娘升轿离家时必洒泪而泣，以示依恋。路上，大红纱灯开道，笙

箫唢呐齐奏，车马轿夫前簇后拥，轿面四闭，新娘不得与外界接触，若路人相遇，即躲避让

道。来到男家村头和门首，鞭炮齐鸣，并按规定的时辰和方向落轿。即有人点燃草束绕新娘

所乘彩轿一周，称之“燎轿”，传说可以驱除邪气与不祥。在鼓乐及鞭炮声中，由娶女婆和陪

女扶驾新娘进入大门，脚踏红毡(曰倒毡)，至院内摆设的香案前，与新郎并立，行拜天地之

礼，礼毕，新娘入洞房。有的地方入洞房时，男家长辈则在院子里撒大枣、栗子、花生(有
的地方缝在被角内或装入枕头内)，亦取谐音“早得贵子，并男女花着生”之意。洞房花烛高

照，新郎揭去新娘的蒙头红，同吃“宽心面”、共饮“交杯酒”，并例行填枕等仪式，新娘开始

“坐帐”，亦称“坐床”，多为一天。是日，不论辈份大小，好事者大闹洞房，直至深夜。新婚

夫妇睡下后，有青年男女窗下“听房”(听悄悄话)的旧俗。新婚日，男家张灯结彩，帖红喜联，

杀猪宰羊，盛宴款待亲友。境内还有抢娶的风俗。即同时同村若有多家娶亲者，则认为谁抢

在前头谁家吉祥。故迎娶的时辰多在黎明之前。  
    住日子、会亲家婚后第三天，新娘回娘家住两日，曰“住对日”，或女家下帖接闺女请女

婿。，新郎、新娘双方同去岳家，此谓“回门”或“认亲”(俗说“接三天”)。女家设宴款待女婿，

俗称“请女婿”。接三天回来，新娘拜见公婆及近族长辈，并祭告于祖祠或去祖茔祭奠，然后

下厨房做饭。至第六日，男家复设宴“会亲家”，同时宴请至亲好友。聊城一带除 3 天回门外，

娘家人还要接 6 天、9 天、12 天等；同时还有“住对月”的风俗，即新婚后一个月，娘家人把

新娘接回去住几天，然后送回婆家。这种风俗至今存在。至此，整个婚礼程序结束。如此繁

缛礼节，贫寒人家难以讲究，极贫者则由老人陪同新娘持一小包袱至男家即为完婚。  
    建国前，境内男女早婚现象较为普遍。富裕之家多有十几岁甚至八九岁即成婚娶妻者，

女子的结婚年龄多在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之间，有的“童养媳”十二三岁即被迫“圆房”成婚。

另外，男子可以一夫多妻，除“正配”以外，其他均称为“妾”。未婚青年男女死后，也有的经

人撮合将尸骨并葬一处，配成“冥婚”，亦称“结鬼亲”，或叫“阴亲”。贫困者无力娶妻，亦有

入赘于女家成婚者，俗称“倒插门”，或“招养老女婿”。还有抢婚(多为寡妇再嫁)、近亲结婚

等陋俗，建国后均被革除。  
    嫁女忌讳较多，如做嫁衣忌用寡妇及儿女不全者，寡妇不当送女婆，姑姑不迎娶新娘，

姨、嫂不送娶，俗云：“姑不娶，姨不送，嫂子送了光着腚”。  
    建国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自由恋爱和喜事新办，繁缛礼节多被革除。城乡自由恋爱者

增多，但多数仍需媒人说合。双方认为合适，即安排见面，若互相有意，双方交换手绢或钢

笔之类，此谓“换手绢”或曰“小见面”，然后约定订婚日期和仪式。订婚日，男方携带重金、



 

重礼送至女家，女家设宴待客，即为“定婚”。女方同意后，择日到男家，称“认家”，男家长

辈给“见面礼”。多有趁此照定婚像者，个别仍有换帖者。到了国家规定年龄，男女同到政府

登记领取结婚证。多数认为不举行婚礼不谓结婚，故多另行婚礼。婚礼较之过去大为简便，

一般由婆家用车辆接新娘，也有娘家送来者。新婚之日，男家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盛宴宾

朋。闹房之俗依然。城镇青年视举行集体婚礼或旅游结婚为时髦，简便文明，愈来愈兴。但

是，门当户对的旧观念还根深蒂固，仍有恋爱不自由、索要彩礼、变相买卖婚姻、包办婚姻

及早婚等现象。  
    凡结婚者，男方亲友街坊多有道喜者。至亲厚友贺礼较厚，一般多送喜幛。喜幛一般有

布料，亦有丝绸、毛料、被面、毛毯等，也有送工艺装饰品者，讲究实用的则送炊具、茶具

等生活用品。街坊一般关系者多“凑份子”相贺(多为现金)，每份多少不等。现金用红纸包好，

俗称“红包”。主家下帖宴请送礼者。近年，喜宴之风愈来愈盛，规格也越来越高。女方在出

嫁之前，亲友多送些衣料、时装等物品，以示祝贺，也有相助之意。  
 

第九章  高等学校 

聊城大学 

    
聊城大学校徽 

聊城大学是山东省属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具有硕士、学士学位授

予权单位。学校坐落在具有中国“江北水城”美誉的聊城市，学校的前身为山东师范学院聊城

分院，始建于 1974 年，1981 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聊城师范学院，2002 年 2 月经教育部批

准更名为聊城大学。 
 



 

第十章  行政区划 

聊城经济开发区 

聊城经济开发区（LEDA）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位于江北水城--聊城东侧，北

依聊济馆高速公路，西邻京九铁路，与聊城建成区一河之隔。行政管辖面积为 90 平方公里，

规划区面积 42 平方公里，辖蒋官屯办事处及东城办事处两个办事处，是一个具有与国际接

轨的新型管理体制的经济区域，1995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 

开发区概况 

  聊城开发区所在的聊城市位于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既可利用东部沿海的先进技

术，还可利用西部省份的丰富资源，是中国能源基地、内陆口岸和辐射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中

心城市。聊城不仅起着带动鲁西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而且也是沿海与山西、河北等内陆省

份进行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聊城经济开发区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开发区，位于聊城市区东侧，1995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辖区面积 90 平方公里，规划区面积约 42 平方公里，总人口 7 万人。

下辖两个办事处，64 个行政村，是聊城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向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

聚集区。2005 年度被省外经贸厅授予“开发区发展进步奖”，全省 62 个省级开发区中共有 15
个开发区获此荣誉。  
  开发区规划区内道路、供排水、电力、通讯、天然气、热力蒸气等能满足不同项目的需

求；铁路、高速公路、机场（130KM）、港口（400KM）、集装箱贮存运输、海关、商检等

可快捷地实现人流、物流。政策优惠、财政扶持、服务及时、以诚相待可为投资者提供优良

的投资环境。  
  同时聊城位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迅速，最具经济活力的环渤海经济圈内。环渤海经济

圈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25％。  
城市人民政府在开发区设立管理委员会，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开发区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和管理，享有市级审批权限。聊城市人民政府采取有利措施，进一步改善开发区的投资环境，

培育新优势，使其成为以吸引外资、出口创汇、工业项目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

重要基地。 

开发区交通 

  开发区距机场 118 公里，港口 400 公里，火车站 8 公里，汽车站 4 公里，人流、物流、

资金流和信息流都十分便捷。  
  依托于发达的交通网络，聊城作为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中心城市，产品可便捷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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