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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与山东区域文化(代总序)

王志民

《山东区域文化通览} (1 8 卷，以下简称《通览})是在山东省政协领导

下，省、市政协合作，组织全省 300 余名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

此书的编寨和出版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大整理，是对山东文化面貌的大展

现，也是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推动 O 为弘扬齐鲁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

先进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也为国

内外更好地了解山东，推动山东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一、二元一体与文化传承

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黄河下游，北望京津，南拥江淮，西依中原，东

观大海，历来为中华形胜之地。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圣贤辈出，泰山在

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丰富

深厚的文化积淀，奠定了山东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齐鲁与山东 "山东"之名，古已有之。《战国策·秦策》即有"当秦之

隆……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之语，在这里所指为崎山、华山以东地区 O 汉代

也有将大行山以东地区统称"山东"的记载①。以"山东"之名，称当今之域，

则始于金代。金沿宋制将京东东路(大体相当于今山东东部)、京东西路(大

体相当于今山东西部)改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明初，设山东行中书省，自

此，山东乃为一省之统一政区，清袭明制，相沿至今。

山东自古又称"齐鲁之邦"齐鲁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① 《史记·昔 tif:家>:"晋兵先下山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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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和夏商时期，这里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历史上有"九夷"之说，而山

东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夏商时期，山东境内的方国至少有 150

余个①，而方国多以氏族为纽带，成为众多不同氏族方国的聚居区域。公元

前 11 世纪，周封齐、鲁于当今山东之境，此后直至秦统一的 800 年间，山东经

历了重要的文化演变与定型时期。从疆域变迁讲，周封齐、鲁，开启了从小

国林立到以齐、鲁两大诸侯因为主体的疆域演变进程;从文化发展讲，则进

入了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进程贯串于

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周初分封时，齐、鲁仅为"方百里"的诸侯国之一。而终西周之世，多国

并存，诸侯林立局面并无大的改变 O 据《左传》等史籍记载，直到西周末，山

东地区的古国仍有 55 国之多。春秋时期，周室衰傲，诸侯坐大，齐、鲁疆域

迅速扩大，诸侯小国相继被吞灭。齐国经齐桓称霸、灵公灭菜、景公复霸，到

春秋后期，疆域已囊括西至聊城、东到半岛、南逾泰莱、北至渤海的广大地

区;鲁国在国力强盛的售公时期，疆域和势力所及曾东到大海、北至泰山、南

达淮水、西至徐地(今安徽泪县)一带， {诗经〉中"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

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叭正是对此的重要记载。后世以

"齐鲁之邦"指称的山东，在疆域范围上，春秋时已基本成形。战国时期，鲁

国公室衰微状如小侯"国土日削，缩至曲阜周边一带，公元前 256 年为楚

所灭。齐国则经历政权更迭，田氏代齐，争强图霸，南侵鲁境、西夺卫魏、北

取燕地，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几近山东全境。齐鲁主体，迄未大变。

在春秋时代，当今山东境内的大国除齐、鲁之外，还有莱、吉、曹及宋等。

莱目，故地在今j维坊东部及山东半岛一带，春秋末为齐所灭。苔固，故地在

今山东吉县附近，疆域一度西达沂水、东至大海、北到安丘、南至苏北一带，

春秋末为楚国所灭 O 曹固，故地在今荷泽一带，疆域最大时，地括当今荷泽、

定陶、曹县及周边地区，春秋末期为宋国所灭。宋固，为春秋时中原大国，今

山东西南部荷泽、金乡、东平一带曾为其东疆，战国时已为齐、楚分据。 诸国

的兴灭兼并，为多元文化的融汇发展，乃至齐鲁文化主体地位的形成都作出

④ 参见王献唐《炎黄民族文化考)) ，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王献唐{ Jl I 尔 fl1 国宅.)) ，齐鲁书

社 1983 年版;逢振铺《山东古国与姓氏~ , Jl I 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υ

③ 《诗经·鲁颂. I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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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贡献。

自西周至战国的 800 年间，在从邦国林立的东夷旧地到以齐、鲁为主体

疆域的发展过程中，山东文化的主体一-齐鲁文化也随之形成、发展和确

立。这不仅因为两国占据着当今山东省的绝大区域，从地域上奠定了世称

"齐鲁"的基础，而且一为霸主之固，一为礼乐之邦，伟人先哲多出齐鲁，诸子

百家悉茎斯地，放射出灿烂的文化之光，并最终成为山东区域文化的核心和

主干。山东世称"齐鲁不仅是地域空间的契合，也是文化精神主导与传承

的结晶。

文化的二元结构与特色 山东既称"齐鲁"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分析，它

实为齐与鲁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其二元一体结构特点的形

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渊源上讲，齐、鲁两地在《禹贡》九州之

中分居青、充二州的腹地。史前至夏商时期，虽同居东夷之地，但大致属两

大支系:齐地为岛夷，鲁地为淮夷①。

山东文化的二元一体结构，应正式形成于齐、鲁两国时期。二元特点随

两国文化的形成发展而突显一体化的进程则随两国文化的交流融合而深

化。分析有周一代齐、鲁两国文化的二元差异，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

面。一曰族源不同:齐起炎帝，鲁起黄帝。二曰地理环境不同:齐地滨海，多

鱼盐之利;鲁处内陆，宜桑麻五谷。三曰治国理念不同:齐尚霸道，鲁尚王

道。四曰经济类型不同:齐重工商贸易，各业并举;鲁重农业，比较单一。五

日哲学思想不同:齐重道学而尚多元，因俗简礼而有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家

的产生;鲁尊周礼，尊尊亲亲，终成儒家学派的摇篮。六曰学术风气不同:齐

学重兼容，百家并存，通权达变，趋时求合;鲁学尚一统，笃信师说，严守古

义，尊崇传统。七曰思想观念不同:齐人尚功利，重才智;鲁人重礼义，尚道

德。八曰社会风俗不同:齐俗尚奢侈，阔达放任;鲁俗重俭约，淳朴拘谨。九

曰宗教信仰不同:齐重自然崇拜，信海神而多方士;鲁重祖先崇拜，疑鬼神而

重农事。十曰故都文化不同:齐都不断扩建，尽显霸业，为工商之城;鲁都依

礼规划，变更较少，为礼乐之都。

① 山东境内的夷人分布，支系复杂，学界众说纷纭。邦沫若提出殷代的东夷"乃合山

东之岛夫与淮夷的j 言" (参见郭沫若《卡辞通篡>> ，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0 今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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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到一体的演变 齐、鲁文化鲜明的二元特点，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特

殊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一个二元特色既进一步显现，又从二元逐渐走向一体

的融合演变过程。从总体上说，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大国称霸，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使齐文化与鲁文化形成发展为各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而时局多变，霸业消长，疆域变迁，互为近邻，交往频繁，又促进了齐、

鲁文化间的融合。

根据有关文献统计，这个时期，齐、鲁两国之间的交往之密切远胜于其

他诸侯固，会盟、战争、婚姻、侵地等诸多渠道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上

二元一体化的进程。而春秋末期，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 16 年，即因内乱居

齐 3 年，对齐文化做过较全面的考察、研究与吸收，使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

产生了质变与飞跃。他将齐文化中保留传承的东夷土著文化中的"仁"的夷

俗吸收、改造、提升①，与鲁国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相结合，融会、提炼、创

新，结晶为更高层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想，而这正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

心思想。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求孔子伟大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无齐、鲁

文化之融合，难以成就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而正是因为有了孔子及其思想

的产生，也使齐、鲁文化的二元一体化发展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战国之世，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两大途径:一是齐强鲁弱之局进一

步发展，齐国日强，鲁国日衰，齐称王称帝，对鲁攻城夺邑，疆域大规模向鲁

国境内延伸扩展，至战国中后期，鲁之大部国土己为齐有。这种疆域的兼并

统一，大大加快了齐、鲁两国在文化上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二是诸子的百

家争鸣超越国界、国籍和国力，使文化成为时代空前的软实力 υ 产生于鲁地

的儒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借助齐国模下学宫容纳百家的文化平台

和齐、鲁的土地兼并与文化交融，在齐地得到迅速传播，以至孟子、苟子等儒

家大师也先后长居齐国棋下，其思想的产生、培育、成熟实与之有密切关联。

正是齐、鲁两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看似二律悖反的互动，使齐、鲁思想文化的

面貌进一步由二元并立向二元一体发展。

① 东夷"仁"可参以下记载，<<说文~:"夷俗{--: 0" <<汉 H. 地理志~:"然东夷天性柔顺，

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悔，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 <<后汉 !S .东夷列传~:

" (东夷)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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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俨时期，{苟子》中首次出现以两国共同具有"李"风气来并称"齐

鲁"。J，足见齐鲁礼义之邦在文化上的一体面貌己初露端倪 O 当然，从内涵上

看，一体化中的二元特征仍旧鲜明，齐地黄老、方士之学盛行，而鲁地礼乐文

化仍盛弦歌之音不衰齐、鲁两地各自保留着较为鲜明的个性。

秦代，齐、鲁之地皆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体制，进一步促

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秦亡汉兴，齐、鲁文化逐渐呈现出以经学为主要标

志的一体化文化特征。经学大师和五经博士多为齐、鲁之人或其弟子后学，

而且大师之中齐人多于鲁人，足见在一统局面下，齐、鲁文化已显现出"儒

化"一体的面税。然而，经学中又分齐学与鲁学两个差异明显的不同学术传

承系统。这种由二元到一体，在一体之中又始终保持二元特征的文化发展

面貌，对秦汉以后齐鲁之地的文化发展影响极大。

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 从秦汉统一到明清时期，山东历史上经历了纷纭

复杂的变迁。魏晋以降，政治中心或西移关中，或南迁江浙，山东域内战乱

频仍，朝代迭易"疆域之守，彼此无常"文化地位逐渐式微。追至明清，山

东设省，政区相对稳定，文化复盛，人才辈出，山左文坛，享誉海内，呈现出文

化复兴的景象。

就山东的历史变迁与齐鲁文化传统的关系考察，数千年间，无论时代风

云如何复杂多变，齐鲁文化为其精魂始终传承不变，这是山东文化传统之内

核，也是后代传承不息的文化之根。自秦汉以迄明清，山东之地始终有一个

聚而不散、传而不衰的称谓一一齐鲁，典籍历见，代代传称，千年不衰。究其

原因，地域所在为齐鲁旧邦是其表，文化精神传承为其里。这反映出历代国

人对这个礼义之邦优良传统的尊崇、向往与怀恋。汉武帝有"生子当置之齐

鲁礼义之乡"②的文化向往;隋代人称"齐鲁富经学"③;{北史·儒林列传》记

载"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笑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宋代学

者苏辙"吾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复杂多变的历史

长河中，齐鲁文化传统在山东之地传承不息的生命力和对历代中国人根深

蒂固的文化影响。宋代山东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客居江南写的诗句"聋家父

① 《苟子·性恶~:"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秦)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

③ 《史记·三王世家》。

③ 《隋书·文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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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生齐鲁，住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穰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①，正传达

出历代山东人心中经久不衰的历史记忆。

如果再就山东文化与齐鲁文化两概念的关系做历史考察，二者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所谓"山东文化"是一个区域清晰的空间文化概念，大致说，

是从金元时代以来才有确指的一个区域文化范畴。所谓"齐鲁文化"则是

一个区域界限模糊而文化内涵清晰的概念，即指以先秦齐、鲁两国文化所奠

定的文化特质、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的内核，经两千余年而传承不息的历史

文化精神 O 二者之间，既有区域范围的重合性，又有文化精神的传承与连

结。山东文化对齐鲁文化来讲，就其空间而更明晰;齐鲁文化对山东文化而

言，指其文化传统而愈突显。历史上，论及文化常言齐鲁而少山东，此即文

化重在传统精神而非区域广狭之谓也!

二、从文化童心到人文圣地

将齐鲁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地位贡献，可以西汉

末年为界。此前，尤其是在被当代众多学者称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

秋战国时期②，齐鲁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

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

齐鲁。"③在此后两千余年，齐鲁则是中国文化的"圣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由"重心"到"圣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 齐鲁形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之地，与

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形成了

自成系统的史前文明发展序列，距今 5000 年左右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和

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踏入文明门槛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

早的文字一一大汶口陶文，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城址和精美绝伦的龙山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二部尚书胡公~ ，见徐!1f均《李清照集笼注~ ，上海古籍iJ:版社

2002 年版。

② 参见许{卓云{lp国文化与1时界文化·论雅其fr 1)1 尔斯枢轴[H1t的背 ;;;J>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又参冯夭瑜《中华元典精神·轴心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77 页。

@ 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河北教育 tH版杜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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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蛋壳黑陶礼器。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泰山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和部落

首领的封禅之地，是一个古老的上层宗教文化活动中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

最早发达的高度文明，为文化"重心"的形成奠定了原始的基础 O 而齐、鲁分

封建国于山东地区，则是"重心"形成的时代契机。

周封齐、鲁，用意深远。封齐之初即投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的征伐大权也，意在镇抚东方，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封鲁之时，将一些

传世文物、典策、礼器等特赐于鲁，王室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

国享有"王礼"飞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乐之都。而

齐、鲁立国之后，又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方针: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

尚功一一-奠定了霸业基础;鲁国崇礼革俗，强农田本，尊尊亲亲一一一强化了

礼乐之邦 O 这些措施对齐鲁后来发展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奠定了深厚的

基础 O

春秋之世，王室衰微，列国纷争，这给齐鲁发展为中华文化"重心"带来

了新机遇。鲁国秉持周礼，以礼治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据《左传》

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看到周鲁礼乐的盛况，至为惊

叹;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盛赞"周礼尽在鲁"都充分说明鲁国在

当时各诸侯国中的文化地位之高。到春秋末期，鲁国无论在礼乐器物保存，

还是在礼乐人才的聚集上都为集大成者，成为春秋之世周礼文化的代表及

中心所在。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

义、伐戎伙、护中原为其主要形式。从会盟的内容看，主要是"尊天子而示信

义'咐。管 f中提出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④从某种意义上

说，齐桓公称霸亦是一种文化霸业。齐桓公之后，齐国国势的发展虽有起

伏，但终春秋之世，始终因力强盛，为东方一霸，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国。春

秋之世，齐鲁实际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发展者，成为各诸侯国尊

崇公认的文化"重心"之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何以只能产生于齐鲁

(C 参见《史 ìt2 .齐太公 i眈家》。

写〕 参见《左传'íi'公阳1n;<< 札记·明堂位}，

③ 马骗《左{专事纬)) ，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 <<左传. 1喜公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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