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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全面介绍山亭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人文

环境、现实发展和未来前景的著作．所以该书的名称定为t

《山亭文明志》。这部书稿是以展示山亭文明的传承与再造

为思想主题的。

1 9 92年初，我当时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习

“中国当代生产社会化趋势和观念变革”课题的研究工作。

为了提供把握中国农村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微观根据，我们

调查组由省人大农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程震带领，选择

了山亭区这个山区改革和发展的先进单位，在深入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山亭跳跃之路》一书，由国家农业出

版社出版。从那时到今年过去四个年头，山亭区的实践证

明，这部书稿确定的思想主题经受住了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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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是在中国贫困山区最先提出高标准起步、跳跃

式发展的理论观念的地方。山沟里出马列。山亭区的一系

列富有理论特点的创新思路和创新经验，为研究中国山区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从完成《山亭

跳跃之路》一书起，每当我在思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上产生

某种理论困惑时，只要到山亭走一走，看一看，便会有一种

茅塞顿开的感受。1 99 6年春节前夕，为了探讨中国山区是

否有发展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的现实可能的问题，我又踏

上了山亭这片热土。这一次是我第八次山亭之行，而且又

一次感到不虚此行。山亭区关于“四荒”拍卖的制度创新，

对我希望解决的问题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次去山亭，区委书记褚庆观向我全面介绍了山亭区

正在实施的第二次跳跃的．思路和对策。褚庆观是一位素养

全面§々县级领导班子带头人。他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

心怀“百姓不富心不安”的思想境界，他把根深深地扎在山

亭百姓的心中，因而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信赖j二是善

于把基层的创新经验集中起来，进行理论化的升华和概括，

再变成有指导全局意义的决策和思路。此外．他有一个愿

望，想把有关山亭的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现实情况集中到

一部著作中，让关心山亭的海内外朋友对山亭有个全面的

了解，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笔有恒久价值的文化财富。

《山亭文明志》·书，就是受褚庆观书记的委托完成的。

从1 9 8 9年起，山亭这个以往极度贫困的山区，在经济

与社会的各个领域采取了一整套体现高标准起步的大动

作，作出了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壮举，如今已经颇有名气

了。不过，局外人还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山亭区何以能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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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万人组成一个开发群体，并且以保持不败的热情．一个

又一个地实现跳跃开发目标?我想，人们读了{：山亭文明

志》这部书，就会从中得到问题的答案。

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说，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离不

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土壤。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有

一般特点，但也要承认其地域特征I而这种地域特征，主要

是指文化特质。考察山亭的历史发展，固然要着眼其自然

资源和经济基础，同时也要考察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形态和

精神形态．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文明的各种形态固然都有其历史性，但比较而言，物质文明

和制度文明的历史性更为明显l而精神文明、文化形态和思

维方式，则更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就是文明自寺传承与再造

的特点．

高标准起步、跳跃式发展这一理论观念，是在确立山亭

精神的文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以“扎根山区，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开拓创新”为内涵的山亭精神，是将革命传统与改

革精神汇聚‘体的精神形态。山亭区是抱犊崮根据地建立

第一批基层党组织和组建我党领导的地方革命武装的地

方。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6勺革命传统，为山亭区留下了一

笔具有恒久魁力的人文财富。正是将这笔人文财富与改革

时代的先进思想进行历史的整合和再造，才形成了今日的

山亭精神。为了跟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必须确立

起高标准起步、跳跃式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

考察山亭区的历史沿革、资源条．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牢牢地把握山亭文明的传承与再

造这条思想主线。本书希望通过体现这条思想主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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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编者自身的

综合文化素质所限，不能说在书稿中完善地体现了这个要

求，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是，本书至少是本着这个要求做

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t

王 复 三

199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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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庆观

由王复三教授主编的《山亭文明志》一书，由中国书籍

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为这部书稿的问世感到由衷自寺喜悦。

《山亭文明志》是-部兼备思想性和史料性的著作。按

照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任何历史，都应当体现理论、历史和

现状相统一的要求。这部书稿很好地体现了这个要求。

。《山亭文明志》以山亭文明的传承与再造为思想主题，

并以理论逻辑的表现手法，书这个思想主题贯穿到书稿的

各个部分中。

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有规律的客

观进程。这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就是文明的传承与再造。有传承才能连续；有再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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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就叫做文明史。需要明确的是，文明史既有人类历

史进步的共性，又有不同的地域特性。在一部统一的世界

文明史中，包括东方文明史和西方文明史。在一部统一的

华夏文明史中，又包括黄河文明和其他地域文明。《山亭文

明志》一书所考察和论述的，就是山亭这个地域的文明形

态，只有将山亭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创造升华到文明史

的层面，才能形成一笔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化财富，因而也才

能从文明的传承与再造的思想基点上，去引导人们在现实

的发展中把握山亭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亭人贡献

给中国和人类历史的，就在于她的特有的文明形态。

《山亭文明志》一书的内容包括历史、环境、经济、基础

建设、文化、精神和班子六个部分。首先通过对历史的考

察．追溯了山亭的文化渊源。进而通过环境分析，将山亭人

在改造自然的历史创造中所形成的人文环境完整地展示吐；

来。历史积淀§寺山亭文明形态，在改革之年的脱贫事业、经

济开发、基础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创新实践中，以“高标准起 ／

步、跳跃式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为指导，得到了全

面的继承和发扬，并通过对现实创造的理论化总结，历史地

引申出“林海果园城市化”的山亭未来发展模式。最后通过

对山亭精神和班子素质的论述，在更高的思想层面上，集中

体现了山亭文明发展的现实形态。这一切固然都是历史的

东西，但历史的东西只有进行逻辑的把握，才能给人以深刻

的思想启示。从书稿的内容和逻辑的层次上不难看出，作

者将山亭的历史沿革、环境分析、现实“创造与未来前景逻辑

地融为一体，不论在思想主题的确定和把握上，还是在思想

内容的逻辑构思上，都显示了这部书稿的创新之处。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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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就在于此。总之，思想性是书稿的灵魂；逻辑性是书

稿的骨骼I史料是书稿的血肉。这部书稿能够糟三者结合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堪称为一部成功之作。诚然，书稿

的材料和内容都是来自山亭人历史上和现实中作出的创

造，而历史的现实中的创造又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但是，

一切优秀的文化形态的作品，都应该不仅来自现实，而且高

于现实。这部书稿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乃是因为作者怀

着对老区人民的一往深情．历尽千辛万苦，踏遍山亭的山山

水水，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为认识山亭、把握山亭、研究

山亭掌握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善于在现实生活中

汲取思想营养，以之激发理论热情，从而作出了理论形态和

文化形态的再创造。

我作为《山亭文明志》一书的第一个读者，感到这部书

稿能够给读者提供多方面的思想启示．

在对历史沿革的考察中着眼于挖掘其历史文化财富，

这是《山亭文明志》给读者提供的重要启示之一．研究任何

一个地方的现实发展，都需要了解其历史沿革和环境条件，

而且这种研究要求详细占有材料。但是，对历史沿革和环

境的考察，不应当仅仅向人们提供一部无思想的插图汇集．，

而应当通过考察，着重了解历史上人们的人文精神和人文

境界。《山亭文明志》一书中涉及到大量的史料。但是，读者

不会被淹没在史料堆里感到枯燥乏味，相反，读了这部书稿

的人们，都会从中获．得有益的思想营养。

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作出体现文明再造西々正确选择．

这是《山亭文明志》给读者提供的第二个重要启示。处在一

定时代条件下的特定历史空间中的人们，在考虑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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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路和发展的问题上，由于人们的文化素养不同，思维方

式不同，会作出差别很大乃至完全对立的选择。这固然表

现出人们的不同选择方式，但究竟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选

择，归根到底要看其是否体现文明的再造。只有体现文明

再造的选择，才是既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的选择，从而也才能把这种选择的思想力量变

成人民群众进行现实创造的物质力量。

在现+实的创造中预见和把握未来，这是《山亭文明志》

给读者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现实的文明程度，固然体现

在人们依据其进行现实创造的思维方式上和实际创造的现

实成果中，但同时也体现在预见未来发展的设计上。诚然，

我们对未来的预见，只能是根据对现实创造的理论化概括

和总结，揭示和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l然而，正是赖有这种

预见，才能给人们一种精神激励和催人奋起的力量。

这就是我读了《山亭文明志》一书书稿之后的一些感

受。

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难免有不足之处。《山亭文明志》一

书在考察和论述的有关问题上，对某些思想性的联系，尚缺

乏更周到的分析。但瑕不掩玉，这部书稿的完成是一次成

功的尝试。我对《山亭文明志》的编撰成功谨表示祝贺。相

信《山亭文明志》一书的问世，会让世界更多的人们了解山

亭，从而在山亭人民与海内外朋友之间架起一座人文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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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吉

导 言

本书是一部全面介绍山亭历史与现状的著作，名为《山

亭文明志》。 ，

人类的历史，既表现为动态的纵向推进，又表现为静态

的横向展开。所谓动态的纵向推进．是指任何国家和任何

地方的历史．都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即都是一

个历史的实现过程。所谓静态的横向展开，是指在人类历

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前提下，人

们进行着各种物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创造，形成了各种物

质的i文化的和精神的产品，由此呈现为多彩多姿的历史画

面。 。，

‘

编写《山亭文明志》这部书稿，正是试图从纵向推进和

横向展开的统一上，完整地反映山亭的历史发展和山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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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创造。由于山亭区是一个在历史上长

期没有独立区划建制的地方，历史上形成的文献资料不多，

因而难以充分展现山亭人在先前历史上进行创造的画面，

这是需要说明的。建国以来，特别是区划以来，山亭地域积

累的文献资料多了，相继出版了《中共山亭党史大事纪》、

《抱犊壮歌》、《山亭跳跃之路》、《山亭在前进》等书籍，还有

每年以数千篇计的有关山亭改革和成就的通讯报导，可供

依据的资料可谓丰富多彩‘。如果为求全面，把所有的资料

都纳入一部特大型书稿中，不但工作量大．而且还会把读者

引到浩如烟海的资料堆中，这就有个根据何种原则。用什么

方法取舍资料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曾谈到，对任何历史的考

察，都要体现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他这个思想的用意

在于，人们创造的历史，诚然是一种对象化的客观存在，写

历史的人，必须忠实于历史，才是正确的态度。但即使再高

明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所有的历史情况完全没有遗漏地

写出来。司马迁写的《史记》，只不过是为l 3 0个著名的历

史人物写的传记．故称之为。列传”，但确实具有恒久的史

诗价值。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只是对周威烈王(公元前

4 03年)到唐末的历史作了叙述，而且仅限于政治史领域，

但同样具有史诗价值。史料不足，固然写不好历史；但过份

追求史料，那就等于提供一部历史的插图汇集，效果不见得

好。正确的方法是，首先要用科学的理论观点驾驭史料，体

现出明确的理论导向I其次．从现实的要求出发追溯历史，

通过对历史的追溯，为现实的发展提供史的根据。这就是

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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鬈山亭文明志》一书，正是力求体现这个要求。具体些

说，主要是体现在文化渊源、精神支柱、最佳选择、整体设

计等四个方面。 。

读者可以从这四个方面窥见山亭历史的脚步，并从中

引出山亭文明的传承与再造的有益启示。
‘

一、文化渊源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在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形

成了有一定地域特征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就成为

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智力开发的思想财富。山亭人

的文化渊源，属于大汶口文化发源地的组成部分，这是为考

古发现所证明了的。在这块地域里，山亭人的祖辈们以山

为家，利用山区的自然条件，创造了早期农牧业型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山亭驻地的山亭村．是在汉光武年代，从外

地流落到此的人们，选中了这块宝地而安下家园的。特别

是明朝至清初，山亭这个地方林多树茂，具有山区特征的‘农

业、畜牧业和林果业相当繁荣。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山亭

地域，较之沿海和平原地区，有着自身特殊的优势。这些历

史事实表明历史上的山亭人，在开发和利用山区的自然资

源方面，曾经作出了自己的历史性创造。没有山亭人的祖

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造。就没有山亭今天的历史发展。

了解山亭，首先要了解山亭人的历史创造，尤其是山亭人的

历史文化传统。只有重视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开发、挖掘，才

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7

到清朝后期，山亭这个地方的农牧业经济．不如先前那

么好了，山林破坏日趋严重，呈现出一片“荒山秃岭”的景

况。到I 9 8 3年区划前后，全区4 0万人口，28万人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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