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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方史文库〉总序

《山东地方史文库》历经三年多努力，终于正式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

贺的事情。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我

们的祖先就在今山东沂源一带劳动、生息、繁衍，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大

约在四五千年前的虞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后期，山东地区即

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这里曾

产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其中最著名的有: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家墨子、孟子、庄子、苟子，政治

家管仲、晏婴、诸葛亮、房玄龄、刘晏，军事家孙武、吴起、孙膜、戚继光，科学

家和发明家扁鹊、鲁班、Æ胜之、贾思艇、燕肃、王祯，文学家和艺术家王善

之、刘艇、颜真卿、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孔尚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山东党

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其余多如璀琛明星，不可胜数。这些先贤

们的思想和业绩都已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时至今日，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山东的历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是一部灿烂辉煌的历史。山东人

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值得后人去发掘、探讨、借鉴和发

扬光大。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省

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在山东地方史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卓

有成效的工作，编写出版了包括《山东通史》在内的一批研究地方史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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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探讨和研究山东历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新编《山东地方史文库}，包括新增订的《山东通史》和初步计划编写的

10 部《山东专史} 0 {山东通史》从纵的方面记述山东自远古至近现代的历

史发展进程，包括山东社会形态的变化、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

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山东专史》则是从横的方面研究山东历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风俗、中外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历史。采取这样

纵横交错、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和认识

山东历史，更能领悟到我们的先人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灿烂辉煌的文

化以及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也可以从中总结和吸取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

宝贵而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邓

小平同志也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

也是宝贵财富。"他还有→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研究和

学习山东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深人认识山东的昨天，更好地把握今天，

从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多年来，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在

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山东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前进，无论是

在发展经济还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进入了

山东历史上发展最好、较快的又→个历史时期。《山东地方史文库》的编写

出版，不仅继承和弘扬了山东悠久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而且有助于我们吸取

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编写《山东地方史文库》的动议酝酿于 2006 年 3 月，当时担任省长的

我意识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想法得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以及省内

从事山东地方史研究的专家教授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尤其是安作璋教授，不

顾年事已高，担任《文库》学术顾问，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领导工

作，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同志以及山东地方史研究所为此《文库》的编篡作

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主编，我感谢来自省内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各位

主编、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编写出版这一套高质量、高品位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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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文库》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省党史委、史志办等有关部门领导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文库》的编写出版，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同志们在

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今后编写好出版好《文库》中的其他各类

专史继续努力。

是为序。

韩寓群

2009 年 7 月



序

山东自古号称"齐鲁文明礼仪之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这块雄

踞陆海、美丽而富饶的祖国大地上，曾培育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

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与

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大量造福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推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构成了山东历史丰厚而富有特色的

内容，谱写了山东历史绚丽多彩的篇章。

本次编写出版的《山东专史》系列，为《山东地方史文库》的第二辑，包

括《山东政治史以《山东经济史》、《山东军事史上《山东思想文化史上《山

东科学技术史》、《山东教育史》、《山东文学史》、《山东社会风俗史》、《山东

移民史》、《山东对外交往史》等 10 部著作，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山东古

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教育、文学、风俗、移民、

外交等领域发展、变化的历程。《山东专史》系列和已出版的《山东通史》一

样，在编写思路和结构上都采取纵横相结合的方法，不同的是，{山东通史》

以纵带横，纵中有横;{山东专史》系列则是以横带纵，横中有纵。如果说

《山东通史》是从纵的方面系统地探讨山东历史各个领域的发展演变，{山

东专史》系列则是从横的方面对山东历史不同领域进行重点的研究，也可

以说《山东专史》系列是对《山东通史》中一些重要领域的细化和补充，这两

部著作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山东地方史文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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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内容及厚重的文化积淀。

《山东专史》系列各卷的作者，均是山东省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多年从事

有关领域研究的教授、研究员等专家学者，他们在山东历史的研究方面均有

较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资料积累和写作经验，因此对其撰写的书稿都能做

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每卷作者在撰稿中都注意吸取当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

果，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对有争议的问题则采取了比较客观的立

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10 部专史大都具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思路清晰、

系统条理、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等优点;另附有与文中内容相关的多种图表，

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

近年来，山东学者对于山东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推出了

《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山东

革命文化丛书》、《山东当代文化丛书》、《齐鲁诸子名家志》、《山左名贤遗

书》、《齐鲁文化经典文库》、《山东文献集成》等多部大型系列著作(省直各

部门、各地市县的研究成果尚未包括在内) ，表明了山东地方史的研究己走

在全国各省地方史研究的前列，对于研究山东、宣传山东、存史资政育人起

到了重要作用。本次《山东地方史文库》中 10 部《山东专史》的出版，对山

东地方史研究来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看，都有新的开拓，也是山东省

文化建设工程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对于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山

东，推进山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衷心希望参加编写的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在老省长、《山东地方

史文库》总主编韩寓群同志的领导和山东师范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善始

善终地继续做好《山东专史》系列第三辑、第四辑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预

祝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圆满成功。

安作璋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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