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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梁山县志》集多方之

力，积数年之功，终于编纂成书。它的付梓出版，开梁山志业之

先河，绘水泊宏图于汗青，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梁山县是与共和国同龄的新建县，境域原属寿张、东平、东

阿、汶上、郓城等县分治。建县虽晚，但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却

久远而灿烂。从夏商的稼穑渔猎，到隋唐的佛教圣地；从五代后

的八百里水泊，到明末清初的沃野桑田；乃至今天的百业兴旺、

一派繁荣，留下可歌可泣、并逐步走向辉煌的华章。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水泊梁山豪杰辈出，义举雄风浩然长存。北宋晁盖、

宋江等聚义梁山，杀富济贫，震惊朝野；明代西竺禅师率僧兵驰

骋疆场，抗倭御侮，彪炳千古。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

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

权。是革命斗争孕育了新时代的。梁山好汉一，是共产党领导下的

梁山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

手捧志稿，不胜感奋。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更激起对这方

热土的无限情思。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荣辱盛衰，

善恶曲直，昭然简册。通读《梁山县志》，越发感到梁山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更加深刻地认识梁山文化积淀的厚重，更生动地

感受到梁山发展的无限美好前景和人民高歌奋进的步伐!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刀今天，政

通人和，百业俱兴。但只有懂得昨天，才能把握今天；只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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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才能预见明天和未来。用新观点、新材料与新体例编纂

而成的《梁山县志》，集地方性、真实性及科学性于一体，包纳

天文地理、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正是一部彰往昭

来、鉴古知今的百科全书。我们应以志为鉴，将《梁山县志》作

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的生动教材，承先贤之宏愿，开后起之伟业，用勤劳与智慧写出

更加绚丽的历史篇章。

中共梁山县委书记 王廉秀

梁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曹耀华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



序二

八年前，在《梁山县志》稿评议期间，曾建议梁山县的史志

同仁，多花些气力，精雕细琢，把《梁山县志》纂成一部足以告

慰先人、启迪后人的传世之作，成为本届新编志书的一颗璀璨明

珠。梁山县府的领导同志和志办同仁做出了肯定的承诺。自此，

即殷切期待着志书的面世。如今已付梓，不胜欣慰。

梁山的山水是美丽的山水，梁山的土地是富饶的土地，梁山

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水泊梁山的故事名扬四海；抗日战争时期

著名的梁山战斗，永远闪耀着激扬人们拼搏奋进的胜利光辉；新

中国建立后，梁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创

业，正朝着更加美好的现代化未来疾进。勤劳勇敢的梁山人民，

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历史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

富。 -

我们的民族是勇于创造历史而又珍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盛世

修志是久执不衰的传统。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又是建设美好明天

的前提，用志书的形式把一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翔实地记载下来

以飨今人与后‘世，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梁山县积

十多个春秋编纂出版的这部《梁山县志》，填补了梁山县文库中

的志书空白，堪称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的文化建设工

程，是为历史、为人民办了一件无尚崇高的事情。在世纪之交推

出这部志书，对于梁山县的党政领导机关规划二t一世纪的建设

蓝图，无疑会起到鉴往知今的资政作用，在当前和今后的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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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中，也将是教育中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生动教

材。 ．

本届修志，是在组织、理论、财力、设备等各方面的准备都

很欠缺的情况下起步的，难度相当大。梁山县置县的时间又较

晚，资料收集更加困难。但是，参与修志的同志，不畏困难，和

衷共济，怀着一颗为党立言，为人民立言的赤心，苦耕寒窗，年

复一年，为谱写历史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委实难能可贵，在此谨

致谢意。

历史的车轮在迅速滚动，社会主义事业在迅猛发展，坚‘信梁

山县人民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定会谱写

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应梁山县政府的同志嘱我作序，草成此篇，权为序。

原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李化诚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凡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记述自然、

社会及各项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并力图体现经验，揭示教训，反映规律，

垂鉴后人。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原则以1 993年行政区划为限。对1 985年前

史实的记述，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图片截止出版前。

三、本志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着重记述建国后四十五年间的史实。

上限起于1 949年置县，下限断至1 993年。为积累、保存资料，有些内

容追溯置县前。

四，本志首立概述、大事记，总摄全书；次以建置、地理，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风俗民情、人物八门分冠各章，凡54章208节，为全

志主体；附录殿后，选载重要地方文献。

五，对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散记于

《大事记》和有关章节。

六、本志立传人物，以本籍的、正面的、现代的为主。述其为人，记

其功过，以彰往昭来。生人不立传，其事迹以。因事系入一，记入有关章

节。

七、本志数据，以县统计部门提供为准，部分采用工作部门的统计数字。

八、本志所用专用名词和称谓，首次出现用全名或全称，后用简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简称。建国”，‘‘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镇压

反革命”简称。镇反”。地名多述今名，历史地名加注现名。

九、本志引文忠实原文，加宇及补字用< >号，改正错别字用

()号，表示缺字或无法辨认的字用口。

十、本志置县前的资料源于邻县旧志，置县后的资料出自县档案馆，

专业志资料由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引文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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