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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红

那些消失的

千年古县

这些历史古镇，以聊城市、德
州市和淄博市居多。

位于聊城市莘县西南部的观
城镇，原为观城县县城所在地，现
在是鲁西平原食用菌生产重镇。

观城县设县于西汉初年，有
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相传夏朝皇
帝夏启之三子武观被封于斟灌，即
今天的观城镇一带。由于此地是武
观的封地，建成后遂以“观”命名。

后天下分为九州，观属兖州之
域。春秋时期，观属卫国，称观邑，
商代称观国，周代称观津，西汉初
年置畔观县，隋开皇六年改为观城
县。

在抗日战争时期，观城县是冀
鲁豫边区的模范区，有着“钢铁濮
范观，华北小延安”的美称。“濮范
观”即指当时的濮县、范县和观城
县。新中国成立后，观城县属新成
立的平原省濮阳专区，1952年11月
平原省撤销后，划归山东省聊城专
区。1953年观城县与朝城县合并为
观朝县，县治设在朝城镇，至此具
有2200多年历史的观城县画上了
句号。1956年撤销观朝县，原观城
县辖区划归范县，1964年后又归属
莘县。

位于莘县中南部的朝城镇原
为朝城县县城，现为全国小城镇建
设试点镇和国家级畜禽肉食加工
创业基地。

朝城县原为汉代设置的东武
阳县，后魏时改为武阳县。武阳县
曾为东郡郡治，曹操任东郡太守时
曾驻守于此。唐开元七年改称朝城
县，属魏州。相传春秋时期，齐桓公
曾率诸侯会盟于此，在此筑台朝拜
周天子，因此以朝城作为县名。

作为千年古县，朝城县存续
时间长达2200余年，明代属山东
东昌府，清代属山东曹州府。1953
年，朝城县与观城县合并为观朝
县，县治在朝城镇，属聊城专区。
1956年3月观朝县撤销，原辖区划
归范县，1964年后又划归莘县。朝
城镇至今仍保留着建于明代永乐
年间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以及山
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耶
稣教堂。

堂邑镇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
西部，是山东省政府命名的“山东
省中心镇”和省级改革开放试点
镇，原为堂邑县县城。

历史上堂邑县曾为鲁西名
县，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相传县
城建成之时，有无数白雀云集上
空，因此堂邑县城曾有“白雀城”
之称。隋开皇六年设置堂邑县，因
汉高祖刘邦曾封陈婴为“堂邑侯”
而得名。

1943年10月，为纪念千古义
丐武训，堂邑县曾更名为武训县，
1949年恢复原名，属平原省聊城
专区。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
后，划归山东省管辖。1956年4月
堂邑县建制被撤销，其辖区分别
划归聊城县(今聊城市东昌府区)
和冠县。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张养浩曾担任堂邑县尹三年，在
任期间，他惩处强盗、清理冤狱，

“除暴安良，一县大治。”
堂邑镇现保留有始建于金大

定元年的堂邑文庙，是鲁西地区
保存较好的古文庙建筑群，为山
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平镇位于高唐县西南部，
是原清平县县城。清平镇是山东
省首批中心镇，2017年入选第二
届中国最美小镇名单。

清平县原为西汉初年设置的
贝丘县。隋开皇十六年(595年)改
为清平县，属清河郡，早期县治在
今临清市戴湾镇水城屯村。北宋
元丰四年(1081年)因黄河水患，治
所迁至明灵寨，即今清平镇。1940
年，清平县城迁往康庄，原址改建
为旧城区。自北宋时期作为县城
起，至1940年县城迁往康庄止，清
平镇作为县城历时865年。

1946年8月，为纪念在抗日战
争中牺牲的冀南行署第七分区政
委肖永智，清平县曾改名为永智
县，1949年8月恢复原名，属平原
省聊城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
划归山东省聊城专区，1956年清
平县建制被撤销，其辖区分别被
划归临清县(今临清市)、高唐县
和茌平县。现在的清平镇，依然保
留着元代丞相王懋德墓石雕群，
北宋时期的迎旭门和金代文庙等
文物古迹。清平县是唐朝著名思
想家、音乐家吕才和当代文化大

师季羡林的故乡。
位于聊城市茌平区中部的博

平镇现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镇，
原为博平县县城。

博平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为
博陵邑。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
置博平县，因县境地处平原、广博
平坦而得名。《博平县志》载：“汉高
祖六年，因邑境内无名山大川之阪
阻，更治县为博平。”北宋景佑四年
(1037年)治所迁至宽河镇，即今博
平镇。1949年属平原省聊城专区，
1952年平原省撤销，划归山东省聊
城专区。1956年博平县建制被撤
销，其辖区被合并到茌平县。博平
县从建制到撤销，延续了2100多
年，由于悠久的历史，为博平留下
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现博平镇
境内仍保留有“孔子回辕处”“四照
楼”等历史景观。

寿张镇位于阳谷县南部，原
为寿张县县城所在地。寿张镇原
名王陵店，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
寿张县县治迁于此地，故随县名
更名为寿张镇。寿张县原名寿良
县，因境内有寿邑和良山(今称梁
山)而得名。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叔
叔刘良名讳，改寿良为寿张县。寿
张汉属东郡，明清属山东兖州府。

1949年8月，寿张镇属平原省

濮阳专区，1952年11月划归山东
省聊城地区。1964年11月，为解决
金堤河排水问题，寿张县建制被
撤销，所属辖区以横亘于县境中
部的金堤为界，金堤以南划归河
南省范县 (后又属河南省台前
县 )，金堤以北划归山东省阳谷
县。寿张县也是山东省最晚被撤
销的千年古县。

位于黄河南岸的梁山县寿张
集镇与阳谷县寿张镇相距不足百
里，古代也曾是寿张县治所在地，
同样因县名而得名。这座古运河
岸边著名的老商业重镇，是《水浒
传》中李逵大闹寿张县衙的故事
发生地。自北魏时期起，历时九百
余年，这里一直是寿张县治所在
地。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
因黄河溃决，寿张县治北迁至王
陵店(今阳谷县寿张镇)。

历史文物、

名人故里众多

恩城镇位于德州市平原县西
部，是原恩县县城所在地。现为山
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乡镇，省
级农业产业强镇。

恩县原为南北朝时期设立的
贝州，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改名

为恩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将原
恩州降为恩县，属高唐州，治所在
今武城县境内。洪武七年(1374年)
移县治于许官镇(即今恩城镇)。
1956年撤销恩县，其辖区分别划
归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如今，
坐落在恩城镇上的恩县文昌阁得
以完整保留，这座文昌阁古朴典
雅、端庄大方、结构精巧，始建于
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距今已有
500多年历史，是德州市第一批文
物保护单位。

德平镇坐落于临邑县北部，
是原德平县县城，被国家住建部
等七部委确定为全国重点镇，也
是山东省和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五代后唐时改平昌县为德平
县，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撤县
为镇，并入安德县，至元符二年

（1099年）复置德平县，属德州，明
清时期属济南府。1956年撤销德
平县，其辖区分别划归德县(今德
城区)、临邑、商河、乐陵四县。德
平县是曾以“击鼓骂曹”名扬史册
的东汉著名文学家祢衡的故乡。

“德平大秧歌”被列入山东省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长山镇位于邹平市西南部，
曾是原“齐鲁上九县”之一的长山
县县城。长山镇是山东省政府公
布的首批中心镇，全国小康建设
明星乡镇。

长山镇为青州之域，春秋战
国为齐国於陵邑，西汉设於陵县，
南朝宋时于於陵县旧地设武强
县，武强县治在今淄博市周村。隋
朝时改武强县为长山县，县治也
移治于今长山镇。北宋著名政治
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在长山度过
了长达二十年的青少年时光。

抗战初期，长山中学校长马耀
南领导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
1943年—1950年，长山县曾改名为
耀南县，1956年复名为长山县，属
淄博专区。1956年，长山县建制被
撤销，其辖区分别并入滨州市邹平
县、淄博市张店区和周村区。长山
镇境内现有始建于宋治平二年
(1065年)、已有900多年历史的范公
祠，以及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丁工遗址。

位于桓台县西部的新城镇为
原新城县县治所在地，现为山东
省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新城县始设于宋绍定元年
(1228年)，明清时期属济南府。民
国三年(1914年)，全国进行重复地
名调整，当时共有六省设有“新城
县”，山东新城县因境内有齐桓公
戏马台，遂改名为桓台县。新城县
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王士桢、明代
兵部尚书王象乾的故乡，“新城王
氏”家族也是闻名齐鲁的名门望
族。新城镇现仍保留有始建于明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迄今已有
近四百年历史的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四世宫保”牌坊。

青城镇位于高青县西部，是
原青城县县治所在地，现为国家
卫生乡镇。

青城县设置于元太宗七年
( 1 2 35年 )，属济南路。至元二年
(1265年)，治所迁至清平镇(即今
青城镇)。明属济南府，清属武定
府。1948年青城县与高苑县合并，
改称为高青县。1950年至1952年
三年间，青城镇曾为高青县城。

（本文作者为山东传媒职业
学院副教授）

历史古镇背后的山东古县

▲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山
东孕育了众多名城和古县，至
今仍是我国古县数量最多的省
份之一，目前仍有74个千年古
县，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形势发
展需要，山东一些辖区较小、人
口较少的古县建制被撤销，逐
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其中
不乏一些千年古县。这些历史
古县建制被撤销后，往往“撤县
留镇”，在原县城所在地保留了
同名的乡镇。这些保留至今的
古镇，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经济基础，依然是当地实力突
出，发展强劲的的明星乡镇。

古镇是古县的缩影。透过
历史烟云，从这些至今依然充
满活力的古镇背后，依稀能够
找到消失古县的身影。

▲清平镇北宋时期迎旭门

▲长山镇范公祠

▲恩城镇文昌阁▲博平镇“孔子回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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