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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4

。

《胶卅市文化志》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繁荣，历经六个

春秋，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承蒙各级领导、市内外文化界

的老前辈和所有关心胶州文化事业同志们的支持、指导，经过编

纂人员啪艰苦劳动，齐心协力，终于-9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项有

益于当代，惠及后人的工程。遗墨后世，必有其教育、’资政、存j

史之意义。

‘市文化局于1985年9月组建编志班子。编纂’工作是在无现成

材料可循、丙又资料零乱、失散，且年代跨度大(“大事记"从公

元529年刭公元19-87年，起止1 458年； “文化行政刀从公元1051

年到公元1987年前后936年)的情况，下，坚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据实直书、详今略古、稽考力求翔实、

体例力求简明的原则，经历六载之功，通过十一章四十一节以三

十五万譬乏举，存胶蝎文化之真客，扬先辈之美德，求发展之轨

迹，．实为顺簋时势之作，价值可贵。 ：

胶州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胶州市文化志》溯史而

上，通过“文化”这个能反映人类臣-有的物质财溶、道德修养、

精神生活刨造活动的总和，向我们展现了四千多年来胶州的文

明。掩卷深思，我们不仅能重温‘‘商贾浠至矽、“少海连樯"之

繁荣，|而且能聆听苏轼、高凤翰、都板桥等一代文人墨客为“金

胶州”之吟唱；不仅了解胶州的剪纸，风筝、史家灯，铁画等民
‘

：
。

f。



间艺术的渊源，而且旨睹胶州大秧歌、胶州茂腔、胶州大鼓、胶

州渔鼓等传统文萃之风采，真可谓四千年的文化、四千年的文，

明。胶州以她古老的文化而使今E7胶州人骄傲。

胶州文化源远流长，勤耕苦读索为胶问人的传统．上下四千

年，胶州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具有胶州地方特色的文化，这

是全胶州人民的财富。《胶州市文化志》从突出胶州文化的特色

出发，对旧资料进行挖掘、整理和缜密地筛选，广征博集，向我

们再现了胶州传统文化的广泛丰厚的群众基础，雨且也道出：『象

胶j|峙大秧歌、胶州茂腔：胶州诗画、胶州元宵灯会等一大批优秀m

的文化艺术形式之所以历经千百年而不衰的真谛。历史告诉我

们，是胶州人民创遣了值得胶州人民骄傲的、在中华文化之林立

一席之地的胶州文亿。每一个胶州人都可以自豪地说，胶州文化

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

今逢盛世，修志，编志是我们的责任，是承前启后继住开来

的千秋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垒会以来，胶州大地百业俱兴，文

，化事业也确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

过金市文化战线同志们的努力和金市各行业的支持，胶州的文化

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

和丰富。“文化”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然而，溯千百年之文跟，展未来“文化”乏宏图，我们确有

任重而道远快马须再扬鞭之紧迫慈。让我们以马克思1_：辫宁主

义为指导，再接再励，为胶州文化事业的全面振兴而势力奋

斗l 。

’

●

编志对我何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鉴于水平有限，又缺乏

编纂经验，加之有些资料不完整9-内容上难免有欠簧，．取榜上难

免有不当、和失误之处，敬请序夫读者指正。 ．’．

．

一部《腋州市文化志》是一条胶州市文化艺术的长廊，游览

于这条长廊之中，不仅能油然而生婷创造发展和繁荣胶州文化
‘ 一

2 ．



’的胶州人民的礅意，而且我们要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愿胶州文

化事业在“金胶州，，两个文明建设中更加欣欣向装I愿胶州文化

源远流长l

刘才栋
。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志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以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记述胶粥市文化艺术的发展历史；

。 二、本志书上限年代≯原则上始于i840年(清道光二十

年)，‘下限年代断于1987年。个别章节为完整地追溯渊源，对上

限年代有所浮动； ，

兰、本志书按照事以类从的方法编纂，以时为经，以事为

纬，以志为主。凡历史纪年大都使用公历，建国前纪年在公历后’

夹注中国纪年； 。

四、本志书坚持生不立传的编纂原则。志书中出现的人物～

律直书姓名，不加职称或褒贬语；

五、本志书所用资料，言必有吏，言必有据，故正文不再注

明出处；

六≮伪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胶州文{：l：：，本志书后另附附录文章

若于篇，一文末大都注明文章出处及f，F者以供读者参考。附录不属

手志书正文，附录文章如与正文有相悖之处，以志书正文为准：



概 述

胶州市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胶州湾西畔，跨胶济铁路东

端。东邻即墨、崂山，西接诸城、高密，南靠胶南，北倚平度，

东南隅有15公里海岸线，隔水与青岛相望。1987年辖十九处乡

镇，总人口为687236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也有少量’回、

蒙、藏、满、朝鲜、锡泊、高山、达斡尔、壮、苗、水等少数

民族居住。文化局、文化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博物馆、图书

馆、茂腔剧团均设于市内。

胶州历史悠久。据《州志》载： “州在虞夏，当为青州莱夷

之域。”据1974年北三里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测定，远

在3990年(±155年)前原始氏族社会，胶州就有先民定居， 发

展创造了古代的灿烂文化。

1976年春，昌潍专区文物管理小组，通过对张家屯乡西皇姑

庵西周墓葬遗址抢救试掘证明： “上层有少量战国遗存，巾层系

商周墓地，下层属龙山文化”。

《胶州志·大事记》载： “周武王十三年(已卵)都于计"

(计，即计斤， 今胶城西南隅城子村附近)，至公元529年(北

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始置胶州。《学古编》载；“初置胶州，领

东武、高密、平昌三郡，治东武陵，以胶名州始此。”这时胶州

的治所，尚在今山东省诸城市。至蒙古太祖二年置胶州于胶西

县，(也就是现在的胶州市)上直到明清，均因袭届胶州"这个

名称。从周到元，胶州地域，先后有过莒、介、计斤、黔陬、柜

县、郏县、祓国、胶西、板桥镇等名称。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改胶州为胶县，1987年2月12日国

函(1987)26号文《国务院关于山东省撤销胶县设立胶州市的批

复》称l 虬⋯一撤销胶县，设立胶州市⋯⋯。，，

胶州文化源远流长。

胶州文化有文献可查的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三里河、赵家庄、

罗家村等十一处文化遗址， 呈“鼎”形分布于胶州大地，是

胶州文化的珍贵佐证；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有介葛卢墓、柏兰将军

墓、娄敬墓、庸生墓和近期发现的高凤翰墓等38处古墓葬，部份

尚有明确的线索可寻。

据《胶州志》载：汉晋以来，i胶州所存金石相当可观。如

汉琅琊相印、晋永宁砖、晋风丘长城阳王墓碑、东魏胶州刺史祖

准碑、北齐胶州国盆造象记、宋板桥镇钤记及近期发见的“黔陬

丞印”蜕等九十一件珍品。可惜年深日久，实物今已无存。

明、清两代，仅胶城就有孔庙等64座庙宇和坛庙，更有元代

古建筑周长2公里的城垣和清代建筑周长13公里的围城。

． 胶州古迹名胜众多，除闻名的“胶州八景”之外，尚有春秋

时期的“回车岭"等七处古迹。建国后位于胶州市和平路7号新

建的烈士陵园，占地45亩，极其壮观。

胶州文物收藏丰实，建国后由胶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博物馆

多方收集，现存二级藏品4件，二级藏品13件，其它珍贵文物

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考古发掘文物、陶器、石器、货币、玉

器等共1i51件。

唐和五代胶城为板桥镇，是宋、辽．、金、元在边境所设的互

市市场之一、。宋哲宗元袱三年以板桥镇为胶西县，先后以唐湾，

塔埠头(今营房镇码头村)为海关；为当时我国北方唯一港口。

宋起居郎杨景略出使高丽，第一次就是从唐湾发洋。当时的胶州

是南北方与国内外相互往来的重要港口。不仅经济繁荣，相应的

也带来文化的发达。据《增修胶志·书目》所载：从宋、元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322名文入所编著的书籍563种1368卷传世。唐·自居易，宋·苏

轼，明·王振宗，清·法若真、高凤翰等诗人留下吟咏胶州的诗作

数以千计。

胶州的民间传统文萃发达兴旺。胶州秧歌被收人文化部编的

《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胶,．I+1／k角鼓被列为山东重点曲艺之

一，胶州渔鼓、胶州大鼓也都以自己的特点来维持其艺术青春。另

外，噗术方面如年画、 剪纸、工艺方面的史家炉、史家灯，高

友三的剪纸、徐高氏的绒孩、于茂亭的风筝、黄高氏的套盒、杜

成的泥塑、李福聚的铁画，在胶州工艺美术史上都占有一定的位

置。

中国共产党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

权。在这场伟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人们运用文化形式来传播马

列主义理论，武装群A思想。在三十年代， 胶州城区曾出现过

宣传革命的《红皮书》(编者不详)，胶县籍较有名气的诗人

“三丁一沉迟”(即鲁丁、1凌丁、废丁，沉迟)，他们是王统照

在青岛主编的《青岛文艺》中的骨干，发表了大量具有民族气节

宣传抗El救国的诗篇。黄雷1945年刊于《廿世纪》的话剧《年

尾》、魏范武、张锦成夫妇1936年编导的话剧《湖上悲剧》、

《咖啡店之夜》，清末民初周辉远的叙事诗《困难篇》、游西郊

一一观高射炮》，鲁丁诗集《山河草》等文艺作品，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文化为历代统治阶级所垄

断的局面而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群众文化受到党和政府的重

视和扶植；文物古迹得到保护；文化企事业部门和专业文艺团体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使文化事业迅速

发展；各类文化机构也逐步健全。1950年建立了文化馆，并陆续

设置以区(乡、镇)为单位的文化站，至1985年7月，全县20处
‘ ．

、

．

‘

罩



乡镇普及了文化站设施。文化馆(站)工作人员从不足10人发展

到94人之多。建国前全市仅有一处图书馆，2名工作人员， 至

1956年成立县图书馆，至1987年已发展到拥有图书近12万册，工

作人员也增加到14人，1986年图书借阅流通量为23．4万册次。19

87年全市20处乡镇均有图书馆设施，藏书总量为7万册；农村图

书室340处，藏书总量为15万册。建国前，胶县没有电影院， 绝

大部份群众也没看过电影。1951年中共胶州地委成立了电影工作

队，‘1953年胶县普及了电影工作队，并先后建立了胶州电影院，

胶州职工电影院，至1987年，拥有电影院19处，厂矿农村拥有75

个电影放映队，计有电影工作者179人。电视机、收录机、放、录

象机也不断增加。除茂腔剧团外，从1950年起，先后出现过200

余个业余剧团，60多名业余剧作者，这些剧团演出、创作的节

目，曾多次参加省、地、市会演调演，195．4年曾代表山东参加中

央文化部主办的文艺会演；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全市有文学、戏

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创作骨干300余人，

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4000余件。全市有13人被吸收为中国作

协、戏协、曲协、舞协、书协会员或山东分会会员。

文化的荣衰，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建国35年来，由于极

左思潮的影响，胶州文化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挫折。1958年“大跃

进”时期，不顾具体条件，盲目发展文化机构，致使在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大部瘫痪撤销。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视文

化为异端，视文物为迷信，视艺人为“牛鬼蛇神”，多次查、

抄、批、斗，使图书、影片被封，艺人改行，文化机构、表演团

体相继撤销，对文化事业破坏极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

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失误，文化事业列入了重要建设项目。

在市委、市府的重视、支持领导下，胶州文化出现了繁荣昌盛的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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