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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才 步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大自 然

也造就了措施的风光，形成了各地独特的文化和自

然遗产。保护利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财富，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

发展，加快推进中华文明发展进程，都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先后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

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关于加强文化和 自

然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遗产保

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通过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确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划定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和国家自然风景保护区、申报世界遗产等重大

举措，使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

为发展人类丰富多彩的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坊地处山东半岛腹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文化和自然遗产丰富多姿，别具特色。多年

来，进坊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有关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加大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力度，始终坚持"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

针，切实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

盾，先后对一大批濒临毁坏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抢

救、维修和保护，对众多自然遗产进行了科学开发

利用，使我市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获得有效保护的

前提下，得到了合理利用，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双

赢，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市。 目前，全

市已发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 2400 余处，各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468 个，其中国家级 4 个、省级 35

个。 津坊和青州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沂山国 家

森林公园和青州云门山风景区成为省级风景名胜

区;杨家埠木版年画成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

程全国试点项目;津坊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

扑灰年画和高密茂腔 4 个项目预选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

会综合工程，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来完成。 为适

应新形势下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根本要求，切实

搞好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弘扬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埠坊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今年 1 月 6 日，由市委、市政协牵头

成立了堆坊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 促

进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带领海内外著名专家、学

者、实业家及热心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事业

的有识之士，协助市委、市政府开展好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调查研究、咨询论证和规划设

计，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推进

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促进会成立后，各项工作陆续展开，~进坊人文

自然遗产》正式创刊 。《珠坊人文自然遗产》作为促

进会的会刊，将定期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借助于

这一平台，大力宣传我市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全面推介促进会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方

面取得的重大成果，架起海内外学术研究与交流的

桥梁，为提高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水平

建言献策。

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的保护利用，是历史赋予

我们的崇高职责，也是中华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人类的千秋大业 。 衷心希望全

社会广大有识之士，积极技身到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与开发的伟大事业中来，群策群力，共同开创我

市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事业的美好明天，为

全面加快小康社会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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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坊市是我省的一个地域人口大市，也是齐鲁

文化发展史上处于中心地带的高文化区域。 谶坊市

成立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是我省文化

事业建设上的一件大事，是碰坊市市委、市政府、市

政协扎扎实实贯彻落实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举

措，它的成立必将对山东人文自然遗产的保护和激

坊市文化建设乃至对山东省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

建设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滞坊文化在齐鲁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齐鲁文化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看，齐鲁文

化所发挥的是核心和主干的作用。 我们山东人常说

"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

生这三句话应是对齐鲁文化地位最精到的论述。

"泰山在这里崛起"不单是说泰山的雄伟和高大，而

是指出了泰山的独特文化地位。 在中国古代，泰山

是帝王(包括炎、黄、尧、舜、禹等)祭祀天地的地方。

他们来泰山祭祀天地，是认为泰山是中华民族的根

之所在。 "五岳独尊"是泰山为中华文化上层文化

中心的重要表述。 "黄河从这里人海"充分说明，山

东与黄河文明发展的联系和地位。 黄河是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更强的证明否定这一点。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

文化传统的奠基期，都建都、发展于这里。 山东地处

黄河的下游地区，是中华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 ，

"黄河从这里人海正是这一文化内涵的表述。"孔

子在这里诞生"是齐鲁文化为中华文化核心地位的

根本所在，齐鲁文化培育了孔子。 而孔子创造的儒

家学说是中国几千年居统治地位的核心思想。 这些

方面都可以看出齐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是处

于核心地位的。

(一)~维i;旨是齐鲁文明最早发样地的核心区域之一

齐鲁文化的形成，两个地方是中心，一个是雄

(水)淄(河)流域，一个是汶(河)泪(水)流域。 从地

理位置看，所谓的"雄淄流域主要是指以现今雄

坊和淄博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 雄坊占据重要地

位。 从考古来看，碰坊处在泰沂山区北麓一线上，这

一带是龙山文化城市群的多发地，加上最早的文

字，最早的铜器，精美的礼仪陶器，都说明雄坊地区

很早就是非常发达的高文化区，也可说海坊是奠定

山东作为中华文明最早发祥地的支柱之一，而且是

重要支柱之一。

(二)路坊市是齐文化的腹地

齐鲁文化光辉灿烂，齐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

而雄坊地区是齐国的腹地。 姜太公立都营丘，是在

当今的临淄?还是在昌乐的营陵? 一直是学术界争

论的焦点。 但不管在哪里，雄坊地区是齐人最早的

中心活动地带，也是春秋以前齐人与莱人争夺的宝

地之一。 齐文化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出自雕坊，例如

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宰相晏婴是雄坊高密人，晏婴

的出现不应当作个例来看，他是当地文化培育的结

果，说明谶坊在先秦时期就是一个具有很高文化层

次的地区。 可以说橄坊市是齐文化的腹心之地。

两汉时代，齐文化仍充满活力，备受重视。 汉代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称之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时

期，这一盛世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统治者

采用"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思想。 "黄老思想"简单的

解释就是无为而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这是最早

• 4 . 主革耀耀 i你 dλ 之臼 8岳、立在 脑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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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国发[2005]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 在漫长的岁月

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

产。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取

得了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我

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容

乐观。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国务院决定从 2006 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

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现就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

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

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

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于

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

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

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

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

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

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

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

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

瑰宝。 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结

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

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

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

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

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 文物非法交易、盗

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

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大量珍贵文

物流失境外。 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

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 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

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 因此，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刻不容缓。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

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

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

保护体系，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充分发

挥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的重要作用。

(二)基本方针: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 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

骂:糊 啤 dλ 之臼 8岳、生在阳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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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长城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是齐国为防西境

的晋、魏、赵、韩和南境的楚国人侵而修建的军事防

御体系 。 它西起济南市长清广里村，沿泰沂山脉遥

远东行，直至青岛市黄岛东于家河村入海处，途径

18 个县市，全长 1237.8 里。 齐长城是山东人民独立

建造的伟大工程， 是我国最早形成的一条巨大、完

整的防御体系，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城，是

一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谶坊齐长城概况

蝶坊境内的齐长城西起临胸富山以南，经穆陵

关人安丘，越太平山 、石门顶、紫草山、城顶山、摘药

山，折而向南出境，再从诸城市与五莲县交界的马

耳山入境， 东经诸城市郝戈庄等 6 处乡镇、20 余座

山峰，由台家沟出境，境内全长 300 多里。

临胸段齐长城位于泰沂山脉沂山腹地的丘陵

山脉上，由主线和两条复线组成。 主线西从 702 高

地自沂源县入境，至大关镇邵家峪东山出境人沂水

境内，全长近 55 公里，其中有遗迹者约占总长度的

70%。 由西向东主要入经村庄有大国、南坪山、西寥

子南山、高嘴子、驴皮国、聚粮圄、砂国子、黄门顶 、

大国、皇粮圄，在大山东村北，小山东村以南跨越弥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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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继续东行，经紫草关、高山、篓峪岭、蜂子窝北

山 、龙湾 、大蚕场、团崖顶、苗家旺南山、沂泉南山、

祝家西沟南山、穆陵关、邵家峪南山人沂水县。 第一

条复线从脖根腿至太平山，长约 7 公里 。 第二条复

线，由团崖1m、至太平山，长约 20 公里。

安丘段齐长城自安丘西南与临胸、沂水交界处

的太平山入境，沿与沂水分界线东行，至青石胡同

后完全进入安丘境内，然后向东转南至语河出境，

与沂水境复线的第二段相接，经石门顶、石虎山、磨

山 、大车山、紫草山、城顶山、摘药山等主要山峰，全

长约 46.55 公里，经过大小 75 座山头，其中有遗迹

者约 39 公里，占总长度的 83 .7% ，途径拓山 、庵上、

石埠子等镇。

诸城段齐长城位于诸城市南部的群山之中，始

于郝戈庄镇尚庄村西南 2500 米处的花拉山，向东

途经石人山 、七泉山 、马羊山、大沟山、小沟山 、南岭

等 146 座山头 ， 穿越 5 处乡镇、20 余个村庄、 10 余

条河流 ，全长 49.85 公里，其中保存有遗迹者 38.52

公里。 另外，在西南部的墙子汗水库大坝东端、墙脊村

南岭上与五莲县交界处，还残存有一段齐长城遗

址，现存高 0.3 - 0.8 米 ，基宽 2 米，长约 1100 米。

i!;;;;'耀 i必 dλ 之臼#立在瞅 . 33 • 



"万里送行舟，仍怜故乡水。 "

老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度，历来安土重迁，把家

乡看得很重，把出门在外也看得很重。 出于某种原

因，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人们习惯地总把

它看成是很不情愿很无奈的事，甚至是视之为艰难

而充满风险的畏途;不管在外地混得好坏，都统统

伤感地状之为"背井离乡 o 背井离乡"的人，于是

乎便自命为漂泊无定所的"游子世代定居地于是

乎也就成了游子魂牵梦萦的"故乡"。 于是乎，游子

意、故乡情，也就成为诗人骚客吟咏不歇的一个永

恒主题。

其实，游子们"游"的目的与处境，是很不一样

的 。 为了求知识的，叫做"游于学 为了升官的，叫

做"游于仕为了发财的，叫做"游于商无固定职

业到处流浪的，叫做"游民逐水草而居放牛牧羊，

叫"游牧和尚离开本庙云游四方，叫"游方"。 最不

济的，是因天灾人祸而在家乡无法再活下去，而不得

不出外找条生路的人们 。 这些人以逃命为唯一目

标，他们的外出自然已经毫无稍带"自由度"的"游"

的意味了，所以他们只是逃难的"难民"。 只记得我

们的"自然灾害"的年代里，我们的官方给他们起过

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他们"盲流"。 这名称，倒也生

动。 四顾茫然，何处是能够吃上一口饱饭的去处，实

在不知道，只好撞大运，走到哪儿算哪儿，哪能不是

"盲 目流动"呢。

人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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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的身份之不同 、处境之不同，与其在家的

身份之不同 、处境之不同，显然是直接相关的。 不待

言，不同身份的在外的人，他们的心目中故乡"绝

不会是一个模样。 思乡，是人之常情，可是因活不下

去而逃难在外的人怀念于故乡的，充其量也只能是

乡土亲情。 这和殷实之家的在外游子的思乡，自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 姑且不说人们"故乡情结"的这些

区别，仅就"故乡情结"的史不绝书而言，也足以说

明"安土重迁"的中国，实际上历来有着大迁徙 、大

移民的传统。

翻翻专家所写的"移民史"之类著作，就不难了

解，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大都与战争或灾祸

相关。 也就是说，那些大移民，免不得都是些扶老携

幼 、颠沛流离的情景。 战争，来势自是凶猛，那种逃

难当然是更加残酷而悲惨，南北朝时期、金宋对峙

时期，少数民族争霸中原，中原的汉族土著大批南

迁，都形成过这种局面。 饥懂灾荒，对于老百姓来

说，是不似战争却酷于战争、足以导致家破人亡的

横祸 。 有清一代，山东人大举"闯关东那种为逃命

而逃荒进行的长途跋涉.所受到的折磨煎熬，绝不

必革端 \<<1 'j;~ /... 之 臼 ðf 立 在 慰自黯l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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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最近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自 2006 年起，每年 6 月

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 日 o 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凸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设立国家的"文化遗产日充分体现了我国政

府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对于增强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引导民众广泛参与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我国建立国家保护为主、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新体制具有

重要意义。

三维坊凡芋、年百

亮相中国非物质义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展从 2 月 12 日起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隆重展出 。 我市文化部门

选送的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高

密扑灰年画等人选展览，并受到

广大参观者的普遍好评。

此次展览由文化部、国家发

改委 、财政部等部委共同主办，是

我国政府举办的第一次全面反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型

成果展。 展览的目的是深入宣传

我国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方针 、政策和保护措施，全面反映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取得的成就，唤起全社会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

进一步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

展览由"综合版块"和"地方

版块"两大部分组成。 有关注住坊

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扑灰

年画及雄坊国际风筝会的珍贵实

物和巨幅图片占据了山东展区的

绝大部分展览空间 。

我市向以丰富多彩的民族民

间文化著称，非物质文化遗产异

彩纷呈，独具特色，其中许多项目

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征鲜明，

吗U!M!U/!lJ ~'必 dλ 之臼#立在 脚i击

具有杰出价值，在全省乃至全国

都具有较大影响。 在 2∞5 年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申报活动中，我省共有 21 项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

目名单，其中我市人选项目 4 项，

人选数量名列全省首位。 推荐项

目将按程序由国务院批准、公布

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 参加此次展览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就是全国各地申报项

目中的杰出代表。

(田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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