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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遵照省卫生厅要组织人力写好《山东巾医药志》的指

示，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山东中医药志》筹编委

员会的指导下，在泰安地区卫生局的领导下，直接委托地区

中医学会研究、讨论了编写工作的布署和开展，其具体做法

是；

一．召开了地区中医学会理事会，传达了省学会在潍坊召

开的《中医药志》筹编会议精神，会议期闷讨论商定地区成

立《山东中医药志》泰安编辑委员会．各县(市)组成责任采

访小组，由各县(市)理事长任组长，根据省筹编委员会拟

定的编写方案和要求进行工作。各县(市)采访小组均在卫

生局的领导支持下．采取老中医座谈会和个别走访等方法，

按编写内容的要求搜集资料。所征集的资料经各县卫生局领

导审查后报地区编辑委员会。

二，地区中医学会设置《山东中医药志》泰安编辑办公

室，有兼职人员代收各县(市)送来或寄来的资料。再由地

区编辑组组长不定期的集合编辑人员，对初稿认真而又细致

的审议，对有疑议的即分头到各县核实后再进行修改。达到

实事求是，忠于史料为目的。

三、在本《志》的编辑过程中，对宋代钱乙的居里有汶

上、东平．郓城不同的记载。从《小儿药证直诀》刘j吱序开

始至今迄无定论。通过《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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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火辞典》、《东平州志》、《东甲县志》等有关文献

的详细考证结合实地考察，终于获得了确切的籍贯，消除了

近千年的争执，同时又搜集高淑濂《胎产方案》四册(一九

三四年问世)高宗岳《泰山药物志》八卷(一九三九年印

刷)两书均由泰安大陆书社fij版。两书作者系父子二入(祖

居泰安县汶阳区西遥地方东武家庄)，我们访问了作者的故

居及披阅了高氏家谱和谘询了他们的生平事迹与遗闻逸事

等；不仅为他们立传，而且还作出了两部书的浮介，丰富了

《中医志》的内容。
’

由于该项工作系业余所搞，故历经一年半的时间，终于

写成近f‘万字初稿，搜集拍照各种文物照片72张，均送省

《志》编委会备用，

四，本《志》共分：地理沿革概况，古代文化发展概

况，医药卫生史、医林人物、医文志，附篇、其他七个部

份。其资料民国以前的主要来源于正史及地方志．民国至今

的主要是各县采访经整理以后作为我Ⅸ中医史志内容的。也

是《山东巾医药志》编写时的部份供稿。

在现代医林人物的收编巾，均是根据各县报来资料的详

简选摘的。如报表中只写姓名、生擎年月及科剐的，未言及

技术水平与医德者均未列入，请各县j办解。

五、本《志》初稿报送省《志》筹编委员会后．复抄本

又经地K卫生局、地区科防领导审阅后，并指示将泰安地Ⅸ

巾医志辫次进{i删订，尚彳r七万余字，并将一物三摄一址五

拍的照片，则选入其jj：要彳i．代表性哲，既能反映出肖时的原

貌，义f减弱史料的保存，达到了网文并茂汇册付悼÷定名

为《泰安地匹，ft医志》。也足泰安地逸医史文物的一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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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本《志》在编写过程巾，承蒙各县f市)ys．生局、各医

院领导同志给以大力支持，并组织专人负责采访供稿，尤其

是地区卫乍局，地f薹科协，地区《史志》办公室、泰安市科

委情报室、市文物管理局文物T牛’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

馆、山东省地名办公室等单位的协助，对有关史科的查对，

出士文物的拍照都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此表示致

谢。

由于编辑人员受水平所限，缺乏经验．又系业余挤时间

所搞，错误之处仡所难免，敬希读抒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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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沿革概况

泰安地区位于山东省中部，与济南市隔豢山南北相对。

地理位置为东径116。15’～1 18。，北纬30。4c’一3 6。3 0’。

北与济南市的长清，历城、章邱为邻，南与济宁地区的汶上、

兖州、曲阜．泗水和临沂地区的平邑县僖壤；东靠淄博市的博

山和临沂地区的蒙阴、沂源二县；西邻菏泽地区的梁山县和

聊城地区的东阿县。
。

泰安地区北依泰山，南带汶水，西临黄河，东扼泰沂

山脉。地形高下险夷，山地、平原、洼地错综复杂，大致地

势是东、北部高而西南部低。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矿藏众

多，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春秋时期是齐、鲁两国间的要

道，明清之际为南北两京的御路。现今。京泸铁路纵穿南

北，辛泰铁路横贯东西，公路成网，黄河河运通达。是京沪

交通干线上铁路、公路交通的汇合点之一。战略位置重要．

向为兵家必争之地。’

全区现辖泰安、新汶两市和莱芜、新泰、肥城，宁阳、

东平、平明六县，共八个县级单位。磁积为一万零八百四十

一三平方公里。土地一千六百二十六万五千亩，其中山地六百

六十八万二千商，丘陵四-白．万零九千亩?j；二原三百八十四万

亩?洼地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亩，湖泊四十万亩。人口五百八

十万零三千一百一十人(男性2，953．468人j女性2，84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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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泰安地区自古以来政区分合抑并频繁，辖境变化较多．

兹按时期先后顺序略述其变迁沿革。

一、先秦至清末

先秦时期，今泰安地区属。九州”中的青、徐二州辖

地， “背青面徐”。周代分属齐国、鲁国、宿国、鄣国管

辖。春秋战国时期，属齐鲁两国的边沿区，而以鲁国为主。

秦朝分属济北郡、东郡。单独成为行政区域是自西汉设泰山

郡开始的。议高祖刘邦(约为公元前2 0 O年)设泰山郡，以

境内泰山取名。隶于究州刺史部。郡治始置博县(今泰安市

东南IH县村)，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 6 9年)移治奉

高(今泰安市东北故县村)。当时的泰山郡统领二十四县，

辖区范围较大。相当于今溜川、博山，长清以南，肥城以东，

宁阳、平邑以北．沂源、蒙历以西一带地区。现东平一带，

西汉隶属大河郡辖域，汉宣帝甘露二年改大河郡为东平国。

东汉时期，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 0年)从泰山郡中

分置济北国。

魏、晋、南北朝至北魏时期均为泰山郡，只是辖境小

了。东晋时期，东平国改为东乎郡。北齐时期，泰山郡改为

东平郡，并移治博县城。东平一带归济北郡所辖。

隋、唐至宋朝，泰安一带没有划为单独的行政区域。原

泰山郡所辖各县，隋朝分属济北郡，鲁郡．琅讶郡；唐朝分

属究州、沂州、以兖州为主；宋朝属兖州，袭庆府。隶属东

京西路。只有新泰县属东京东路的沂州辖地。东平一带，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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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重设东平郡．郡治置耶城。唐、朱时期．废东平郡，jl；{辖

县隶属于郭州。

金代初年设泰安军。至世宗火定二十二年(公元1 I 8 2

年)设泰安州。这是以。泰安。命名的开始。隶属于山东西

路。领奉符、莱芜、新泰三县。宁阳县隶属于究州。东平一

带为东平府。

元朝为泰安州，领新泰、莱芜、长清等县，直属中书

省。宁阳、肥城属究州，隶属于济宁路。东平一带，元初为

东平路，元世祖至元五年(公元l 2 6 8年)改为东平府。

明朝仍为泰安州，东平府。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东

平降府为州，与宁阳、平阴等县同隶属于兖州府。

清朝雍正二年(公元l 7 2 4年)，泰安升为直隶州，

领莱芜、新泰、肥城、长清等县。雍正十三年(公元1 7 35

年J升为泰安府，并设泰安县。领泰安、莱芜、新泰、肥

城、平阴、东阿县和东平州。宁阳县仍属兖州。至此．东半

与泰安并为一个行政区域，形成今泰安地区行政区域的雏

形。

二、中华民J目时j蜘。

(1 J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地方行政为省、

道、县三级制，废州、府。原泰安府的泰安、莱芜、新泰、

肥城四县隶属于济南道。宁阳县隶属于济宁道。东平、平

例，东阿县隶属-j二东临道。 ，

(2)酗比政腑定都南京后及|ll危仪占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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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废道制，存省、县二级，各

县直属于省。 ·

民国二十六年(1 9 3 7年)后，|j寇侵占济南，组织

伪山东省公署，复为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泰安、莱

芜、新泰、肥城、东平、平阴、宁阳七县隶属于-鲁西

道”。长清、章邱属鲁北道。鲁西道尹公署始设于泰安，继

迁于济宁。民国--_j’九年(I 9 4 0年)设泰安道，道治驻泰

安。辖泰安、莱芜、新泰、肥城、东平、平阴、东阿等县，

蒙阴县曾一度隶于该道}宁阳县属究州道，章邱．长清、历

城属济南道。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后(1 9 4 5年)泰安、莱

芜、章邱、历城属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肥城．

平阴属第六行政督察区；东平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

六年(I 9 4 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山东解放区时，

其行政区划复作变动，设山东省第十五行政督察区．辖泰

安、莱芜、新泰、肥城、宁阳、蒙阴等县，专员公署驻泰

安，泰安又一次成为全区的中心。东平属第二行政督察区，

平阴、东阿属第六行政督察区；章邱、历城属第十二行政督

察区；长清属第四行政督察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 解放前婿至建国初，泰安地区分属泰山、泰西两送。泰山

专署驻泰安，辖泰安、章邱、历城、莱芜、泰宁、新泰等

县；泰西专署驻肥城，辖长清、肥城、平阴、东平、汶上、

宁阳等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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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年5月，泰山、泰西两区合并成立*山东省泰安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署驻泰安。l 9 5 0年l 2月改称

。山东省人民政晴蔡安区专员公署”，全区辖：泰安，莱

芜、新泰、泰宁、泗水、历城，肥城、宁阳、东平、平阴、

汶上，长清等十二县。

l 9 5 2年9月，改泰宁县为徂阳县，驻楼德。1 9 5 3

年汶上县划归济宁地区，章邱县由淄博特区划归泰安地区。

l 9 5 5年，专署名称改为。山东省泰安专员公署。

1 9 5 6年，泗水县划归济宁地区。同年3月，徂阳县撤

销。I 9 5 8年，历城县划归济南市。同年6月，以泰安县之

城关镇(泰城)为主，置泰山市。隶属于泰安专署。

l 9 5 8年l 1月，泰安地区与济南市合并，取销专

署级建制；泰山市省入泰安县，改为泰安市。泰安地区原辖

的泰安，莱芜、新泰．宁阳、章邱、长清六县划归济南市，

平阴、东平两县合并为东平．与肥城县划归聊城地区。

I 9 6 0年．置新汶市．隶于济南市。东平县改为平阴

县，划归菏泽地区。撤销长清县，肥贼县由辫城地区划归济

南市。

I 9 6 1年5月，恢复泰安专员公署，仍驻泰城。恢复

长清县：隶于泰安专署。平阴县分为原来的平阴、东平两

县．隶属于泰安专署。泰舅地区辖t泰安，新汶两市，莱

芜，章邱，新泰、宁阳、肥城、东乎，平阴、长清八县，共

十个县市。

1 9 6 3年泰安市改为泰安县。i 9 6 5年．新汶市改

为新汶县。

l 9 7 8年设“山东省泰安地区行政公署’，政区未

．5



变．
‘

l 9 7 9年元月，章邱，长清两县戈lJ归济南市。

1 9 8 1年，泰安县改为泰安市。翌年，新汶县改为新

汶市。东平县治由老城迁驻后电。至是泰安地区辖。泰安、

新汶两市，莱芜，新泰，宁阳、肥城、东平、平阴六县．共

八个县市。此为全区沿革之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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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山‘代文化发腱史溉移0

泰安地区位处黄河下游，北枕岱岳，南缫汶泅，东衔蒙

山之溯，西吞大河左岸，土沃物阜。五千年来，黄帝后街生

息蕃衍于此，是上古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闻名于

世的龙山文化亦继之滥觞于其间。它与仰龆文化、青莲岗文

化共同孕育了我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所以我区古代文化颇

为发达。

一、大汶口文化为我区古代文化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

早在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育了文字的雏

形，如在泰安、宁阳交界处。犬汶口文化遗址”7 5号墓出

土的一件背壶，上面有朱彩绘的一个。圭”形图象，即属于

我国早期阶段的图象文字。同时，从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陶器

中，已发现不少彩陶。陶器上的花纹图案有水波纹，连弧

纹、辐射纹，菱纹，三角纹等均呈几何图案，黑白相问，朱

彩斑烂，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发现不少墓葬中

有初具规模的木制的筒砸棺椁。墓葬中已发现双人合井的墓

坑。墓中尸骨均为男左女右；殉葬器胍，各墓多寡有差．男

女合葬墓巾，殉芬品多置于男的一侧，据此br知当时可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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