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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兴国的号角，在举国上下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际，欣闻由市政协负责编撰

的《肥城文化通览》一书即将付梓杀青，这是我市文化建设的又

一重大成果，谨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也是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品

质。古往今来，凡名城大邑，皆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文

化个性、独特的文化魅力、强大的文化实力，在历史长河中问耀

着永恒的光辉，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潮流，成为人类文明的闪亮结

晶。位于泰山西麓的桃都肥城，东连岱岳，西襟黄河，北依群

山，南控汶水，钟灵毓秀，文化丰厚，素有"君子之邑"、"礼仪

之邦"的美誉。肥城文化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绵六千余载

从未断层，在历史的激荡流变中，融齐韵鲁风于一城，孕育出因

袭千年的农耕文化、斑斓多姿的古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儒家文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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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德化育的"君子文化"、富行其德的"商圣文化"、摇曳

生辉的山水文化、吉祥如意的肥桃文化、光辉灿烂的红色文化、

传承嬉变的手工业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等等，这

些共同构筑起了独具特色的肥城文化。

肥
城
文
化
通
览

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在推进肥城改革发展的实践

中，我们依托历史、尊重过去，立足当前、展望未来，以礼敬自

豪的态度挖掘研究历史文化，以推陈出新的精神推动文化创新发

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致力于推进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在桃都大地持续唱响文化主旋律，加快文化与经

济一体融合发展，以先进文化凝聚人心，以传统文化滋养精神，

以文化产业提增后劲，全市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群

众精神风貌更加奋发向上，城市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的人文息壤，也塑造出了具有桃都特色和时代

特征的城市品格"崇文尚德、务实诚信、开放包容、创新争优"

的新时期"肥城精神"早已成为肥城人的核心价值观，肥城这

方人文沃土正散发着文化和历史的芬芳，一个认同度、归属感、

包容性与日俱增的"文化肥城"形象更加鲜明。

盛世修典，适逢其时。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文明风尚，彰显

肥城的文化特色，激发干部群众的创造活力，市政协以全国性文

化通览编撰为契机，深入研究探讨，整合文化资源，精心编寨了

《肥城文化通览》这部传世精品之作。《肥城文化通览》上溯远

古时代，下迄新中国成立。该书的编撰秉持历史唯物论观点，以

当代人的学术视角，借鉴新发现的资料和权威性研究成果，对肥

城六千年来的重大文化事件、文化人物、文化现象及其文化背景

重新透析，集中展示了肥城文化发展的进程、脉络、特色、亮点

2 



以及历史贡献，是一部去伪存真、正本清源、释疑解惑的正史文 序

献。此书的修竣，必将进一步扩大肥城的文化影响力，提升肥城

的文化软实力，增强肥城发展的文化内动力，在肥城的文化发展

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

文化蕴含着城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进入"十二

五"发展的新时期，肥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提出了"打造中国桃都、建设美好肥城、共筑幸福家

园"的目标愿景和"三区三城"的发展定位，其中一城就是

"历史文化名城"总的是以史圣、商圣、兵圣"三圣文化"和

桃文化、肥子国及肥族文化为核心，推出一批文化艺术精品，打

造一批主题文化景区，加快建设文化强市，让文化"软实力"成

为发展"硬支撑"。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高擎文化旗帜，重塑

文化灵魂，以文化引领发展、推动进步。《肥城文化通览》一书

所蕴含的催人奋进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力量，必将鼓舞桃都百万人

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切实肩负起转型发展的历史

重任，积极技身"建设美好肥城、共筑幸福家园"的伟大实践，

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是为序。

中共肥气:ftF价 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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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肥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界定于泰山文化圈内，是中华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肥城境内文化始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绵相

袭 6000 多年，呈现着从未断层的连续性。泰山余脉延绵肥城区

域的地理环境以及行政建制长期隶属泰安的历史渊源，还有肥城

先民对东方、对泰山的原始崇拜等因素，使肥城文化具备泰山文

化的共同性;肥城的地理方位以及行政区划的多次存废变迁，使

之既渗透着东夷文化，又吸纳了中原文化，既接受了鲁文化的制

导，又受到齐文化的熏染，还揉合了遂国、铸国、肥子国的文化

元素，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又使肥城文化存在着与泰山文

化的某些差异性。

肥城文化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以及多元文化相互播化与涵化的

作用下，实现不断进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了君子文化、汶

阳田文化、肥挑文化、军事文化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肥城文化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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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有着突出作用的史祖左丘明、商圣范蠢、士攫家族等，对

泰山文化和更广区域文化的发展也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肥
城
文
化
通
览

一、市情概况

肥城的地理环境、资源储备、生态状况，滋生了具有肥城特

色的文化;而行政建制、区划沿革、隶属关系等，决定了肥城文

化的地域概念和定向走势;肥城的经济发展，又为肥城文化的进

步提供了直接动力。所以，市情和社会是肥城文化形成与延展的

基石和前提。

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人

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生活，相伴而生的文化必然烙印着鲜

明的地域特征。肥城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色就是地理环境孕育的结

晶。

肥城市现为泰安市代管的县级市，位于山东省中部偏西，泰

山西麓。地理坐标为北纬 35 。53'~36。 19' ，东经 116028' - 116 。

59'。东与泰安市岱岳区接壤;西与东平县、济南市平阴县为邻;

南与宁阳县、济宁市汶上县隔河相望;北与济南市长清区以山为

界。东岳泰山雄峙其东，滔滔黄河游走其西，陶、牛二山北枕五

岭，悠悠汶水横流南隅。

肥城境内山脉属泰山西麓余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地层为华

北型地层沉积，出露地层有太古代的泰山群，古生代的寒武系、

奥陶系、石炭系、二迭系，新生代的下第三系、第四系。寒武系

2 



出露较为齐全，奥陶系出露中下部层位。寒武系、奥陶系主要分 绪

布于肥城盆地与大汶口盆地之间的低山丘陵地带，少数分布于肥

城盆地西北侧与平阴交界部位。石炭系、二迭系形成肥城煤田。

地层呈带状北东走向展布。地层时代由南而北依次渐新，地层总

体呈 3300
- 350。方向单斜产出，倾角 60

_ 10 0。第四系主要分布

于北部的肥城盆地和南部的大汶口盆地之中，少数分布于山间盆

地及沟谷之中。

肥城境内地貌类型多样。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最高点海

拔 600 米，最低点海拔 57. 7 米。北部形成以肥城盆地为特征的

康汇平原;中部以肥猪山、马山、布山为主，构成域内两大流域

的分水岭;南部形成以大汶口盆地为特征的汶阳平原。境内较大

的山头 96 座，山山相接，脉脉相连，沟整纵横，起伏不平，自

然形成山地、丘陵、平原、涝洼等多种地形。全市土地总面积

127730 公顷。其中，境内山地面积 42917.3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

的 33.6% ，海拔高度 150 米以上，地面坡度大于 25 0 ，青石山、

砂石山约各占一半，土壤多属褐土性土，土层厚度大都在 30 厘

米左右;丘陵面积 25418.3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19.9% ，海拔

高度 100 -150 米之间，分布于除汶阳镇以外的各镇街低山周围，

基岩主要由石灰岩、花岗岩组成，多为褐土性土(褐士和淋溶褐

土) ，质地为壤质和沙壤质，地貌多属沟谷梯田、坡麓梯田，由

坡积、洪积物形成，土层较厚，适于花生、地瓜、果树生长，有

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平原面积 59394.4 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46.5% ，主要分布于康王河、汇河、汶河、糟河、浊河流域，土

壤多为洪水冲积物形成，属褐土和j朝褐土，土层厚，较肥沃，是

粮食主要产区。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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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肥城地处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季
文

革 气候干燥，多风少雨，气温回升变化剧烈;夏季湿热高温，降雨
览

4 

集中;秋季气温急速下降，晴和气爽，降水明显减少;冬季干

冷，雨雪稀少。年平均气温 13.6CC ，年均降水量 646.3 毫米。

肥城境内资源丰富。高产农田有汶阳、康汇两大富饶平原，

拥有耕地 62.4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61. 3% ，盛产小麦、玉米、

大豆、棉花等。驰名中外的肥城桃，广植于丘陵地带。矿产资源

主要有煤炭、岩盐、石膏二石灰岩等。其中埋煤面积 106 平方公

里?是山东省大隐蔽煤田之一:石膏储量 160 亿吨，岩盐储量 55

亿吨，且埋藏浅，品位高，易开采。另外，还有较大储量的石灰

岩、花岗岩、勃士、黄沙等建材资源。木材、药材资源也分布较

广，产量可观。

肥城境内的水资源，随着气候的变化呈下降趋势。远古时期

肥城地区雨量充沛，生态良好，形成大小山洪河道 43 条，均发

源于泰莱山区及其余脉。主要河流有大汶河、康王河、汇河、渭

河、浊河、小汇河、上金线河 7 条，控制流域面积约 8408.6 平

方公里，总长度 196.3 公里。流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17 条，总流域面积 91 1. 6 平方公里。大汶河境内全长 36.4 公里，

康(王)汇河全长 42 公里，为境内的两大主要河流，也是汶阳、

康汇平原生成的主要源流。平均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15321 万立方

米，地下水资源量为 21018 万立方米。其中北部肥城盆地地下水

资源量为 14239 万立方米，允许开采量为 13666 万立方米;南部

槽浊河流域地下水资源量为 6779 万立方米，允许开采量为 6507

万立方米。扣除重复水量，全市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6241 万立方

米。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降雨量的逐步减弱，四季长流的河道



蜕变为季节性流淌。目前人均拥有水资源 271 立方米，是全省平 绪

均水平的 57.6% 0 

大自然赋予的地理环境条件，为肥城先民提供了赖以生存发

展的栖息之地，也为肥城文化的诞生承传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

础。

建制沿革

肥城文化的衍生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 建制的存废及区划沿

革的变迁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古往今来，肥城文化始终呈现着

"中枢指向"现象，即源自城镇的先进文化向其周围传播开去。

换言之，就是城镇辐射乡村。特别是行政区域治所城市，均是不

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各类精英人才的

萎萃之地，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趋向。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

就是运用行政力量，借助经济往来和战争攻伐，推动文化的辐射

和延伸，达到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因此，行政区划对地域

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走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肥城行政建制之前的历史沿革，根据现存史料大致推断为:

4ω0 多年前，世传中的舜帝曾在今石横镇一带留下足迹，东衡鱼

村旧称都君庄，古有都君庙，今存舜王家; 3600 多年前的夏代，

肥城划分在传说中的古究州范围内①; 3000 多年前的商代，肥城

版图圈定在方国奄(都城今曲阜)域内;西周时期，肥城隶属鲁

国，同时安临站镇稍南区域尚存舜帝后裔妨姓"遂国"汶阳镇

① 清康熙十一年 (1672) <重修肥城县志·地理》载夏禹究州之域。"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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