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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南市是由东省省会，位于北纬36 002' ........34ε 04' ， 东经

116011'~117044/ 。它辖有茄巍、幸五、长清、平民田县，百

亨、 5656平方公里〈市区百京483平方公里) ~人口 3 ， 790 ， 854

〈市区人口 1 ， 394 ， 567)。全市处于鲁中南银丘陵与鲁百北冲

亨、平原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北部为黄河、小清河冲积乎

原，海拔17.........100未 z 中部丘建海拉100.........500来，南部低出丘

陵海故500~900末，最高山峰捺子山海拔975来。属南温带豆

湿润大区鲁准气候区，一月平均气温- 3.0 0 .........0.7 0，七另平均

气温25.8 0 .......28.8 0 。年降水量在320.7---1160毫米之间。

济南北临黄河，是黄河下潜最大的城市s 甫位泰白，是泰

山北麓的人文汇革之地。发琼于市民的小清河东流至寿光芸羊

角沟注入渤海，仅有240 公里F 乘火车至首都北京不足500公

里 s 甫行至南京、东有至青岛、烟台各不过六七百公里左右。它

位于华北平原的是南端，和其最北端的北京遥遥相对。古代的

中国大地号稳其自大水系为"四渎纱=污、济、浩、江。本地

处在古;齐本南岸，故汉代命名为济奇霞。当时黄河在济水之~t

与之子仔入海，自公元一八五五年黄河在坷甫铜瓦愿决口后夺

取了古济水〈大清河〉的故道才和济奇 i骂我黯靠得更近。古代

的华夏之内称其五座大山为"五岳"=泰、街、华、垣、窍。济

南到坐落在泰由之归。情朝以来牙齿了大运河之后，这条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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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动嫁到流经于济南的属县。开辟以来济南己居于名山大 i

)1\的冲要之地，虽然它从来没有戴过京师的桂寇，但却长期以

来做为君ji、娟、路、清乃至省会的驻地百显示其重要。它做为

一座悲久的中等城市，距海洋不远，使之不过于闭塞，处于内

菇，使之具有内地城市之色彩。近现代以来，它做为津浦、胶

济铁路的交汇点，又在本国政府主持下自开商埠，经济对外开

放。辟有这些条件，使它成为研究我国众多内地越市提态的一

个典型。明清之际著名忐士兼学者膜炎武曾在济南之幸丘县置

产居住，散为其事业生专基地，有《天下郡国耗去著书》之作。当代

美国学人博克在研究近代以来中富城市发展时， !!P 选取济南做

为标本，其著作即名《中国旗市幸亏变化一-1890---1949山东济

南的政治和发展》。可见认识济亩，研究济南，不仅可以从霄

把握过J东一省的全局，商且从全罢来看也具有重要的范例作

用。

济高又是一崖秀丽的或市，它俱佳于暴出黄河的怀抱之

中，已属于得天秸犀，特别是更有众多的清湖南攻涌的泉水，

星罗棋布于市运中心，故商素有"七十二名泉"之称。实际上

市区内结泉水有一百多处，分为的突泉群、黑虎泉群、珍珠泉

群和五龙泉群，其中以的突泉之奇观最主盛名，所以济南又有

"泉旗"能另5 名。泉水汇果成潮俨→位美的大明湖就出现在 18

裁之内，嚣百古人有"一裁 ili 色半旗潮"的佳句。泉水更汇流

成为奔赴大海的小清污，一条长河揭发漂地竟是一连繁华的旗

市，堪称世界罕见的"中国之最"。它的东部常有幸丘之白云

南，百南部黯有历暑以"玫瑰乡"著称之子~)1县南墙之东平

湖。济南啬郊周有千费出的清秀，佛惹山的散岸，龙洞山的幽

邃，王函出的使伟。北面的众 ili 峰点缀于国留绿野之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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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齐娼九点纱之誉。其中凌空荣立的华不注由和铺地欲哥的鹊

ili 互相呼应，被大画家赵孟Jt页的慧跟班最取，绘成《鹊华软色

茵》市驰名古今。美面的景色，更使历代的大诗人诸如李白、

杜甫、欧 F日{奎、苏轼、元好;可、赵孟Jt页、王守仁、王世贞、黄

景仁、何结基等均不远千里面来，并留下了蛊炙人口的诗篇。

宋代江西派大陌黄庭坚的"济南潇洒似江南"的名句已经指出

它 U北人南相挣的E貌特色F 而近代为j鹊的《老残潜记》的措

摹，又使它的风先饮誉中升。民

济南更是一座文化古城。它的龙山镇，郎新石器时代以黑

持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挣的命名艳。子佛山古名历山，传说中

东夷民族领桔大舜就躬耕于此。殷周之际的谭 E存在济窍，谭

国大夫作能《大东》一诗，被拉集在《诗经》之中。神军属鹊

人称之为卢嚣，卢即长清县之古名，是上古巫屋中的代表。在

春秋战国时代，齐鲁是中国文化的中心，齐国是百家争鸣的程

下学官所在地，鲁哥是孔孟的故乡与需学的发祥处，济南王位

于齐鲁的交界，饱受鲁风齐甫的露溉。((春软》载公元前六九

J1g年鲁桓公曾"会齐侯于源" , :i乐水之源即踌突泉。秦始皇焚

书之后，保存重要文献《尚书》商闻名的济爵伏生，是今文学

派大师。百元代的张起岩的主编《宋史》、 《辽史》、 《金

史(均收入"廿西史" ) ;费代李开先的万卷楼专~支藏通俗作

品，号称"词山曲海"z 清代周永年参与《自库全书》的缩

基F 马国转以毕生精力完成了《玉蜀由房辑铁书)) ;-保存散住

古籍六百种。他们都是济南人，重视文献的保存与整理，是济

奋学术的传统。自《诗经·大东》诗之后，济甫诗人辈出，童

声全崖者就有唐之崔矗、员卒子，宋之范讽〈东;时逸党领袖〉、

李清照、辛弃疾，金完之杜仁在、张着手浩，明之边贡( "前七

3 



子"之一〉、李攀龙 C"后七子"领袖〉、王象春，清之王士

祺〈薪族人，当时是济南属县〉、田雯〈德 jì'l 人，当时是济南

属县〉等。济南在文艺方百草也出现了段成式、蒲松龄(淄川

人，当时是济南属县〉等小说家，武汉臣、李开先等戎.1M 家，

但;其诗歌成就最大。一座城市著名诗人代代出现，而又如此众

多，为古今中外所少有，故济南又有"诗统η 之雄名。

战国时:司名程下的思想家邹持〈其基在幸丘〉的大九州和

五行学说，经齐国方士的袭取改造，并与程下黄老学涯的名选

术语祀结合，孕育了我国的宗教 道教=唐代济南是道教基

地之一，李白正是为朝拜济南紫提宫，从高天婷受道菜市来滇

南的。金元闰道敦的全真 i最兴起，长 i青梅五峰出即是其传播重

镇。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大诗人曹植封藩东问玉，曾在鱼

山(与平荫县邻接〉研讨梵叹。北朝名僧朗公曾在济南山区大

兴佛教〈其地即睛以后著名之神通专〉。唐代初年禅宗北汲的

泰山降毫禅持住持长清县之灵岩寺，国提倡坐祥饮茶，遂使南

方伎茶之风普及京洛与北方各地，足见其移只易俗之巨大量要·

嚼。高{曾义净出身于济南张姓人家，在唐高宗当段时，继玄类

之后自广跨出国泛海，周历南亚次大陆诸邦，自学于印度那是

控寺，由国后主开译坊，是玄类之后的又一佛经大疆军译家.因

此，济亩地区〈尤其是出这〉迫布宗教文化遗存，道现佛寺左

近，北费需唐以来的石窟造象、宝塔〈园门塔、九1页塔等〉、

远望〈宋代罗汉群象〉等众多造型，均为美术史上之珍品。

这崖秀嚣的文化名域，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廿四 E 获得了解

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乡:于言阔步进入社会主义时

代。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金会以来，为实现祖国现代化，

济南经济起飞，百统一新，做出了贡献。铺票与精神远离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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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互为国呆相辅相成的，中共济南市委有鉴于此，在经济发

展的需时，又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于是研究济南的发展历程

与其文化传统的特色，从百更深入地认识济南，以更好地建设

一主繁荣昌盛由省会城市，就提到议事自程上来了。这部《济

南简史》的剖世，正是在中共济南市委和市人民主支盾的关杯下

商实现均。

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戎立后，在中共济南市委的支持

下，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开始筹备编著《济南简史芽的工作。当

年五月捏成了以市委副书记朱良为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

军为本所副所长高景尧为黯主任的编集委员会。!哥时组成编辑

部 z 高景尧兼任主编，本所特邀研究员徐北文和本所文史哲研

究室副主任存崇思为副主编。古代经编辑为徐北文〈济南教育

学院〉徐志附〈济南职业大学〉、李家提〈本所) ，近代组编

辑为宋青蓝 (w 东~市范大学〉、李宏声(山东蹄莲大学〉、张

键之〈本5凹，现代组编辑为王文泉〈山东大学〉、李肇年

〈山东大学〉、孙崇患〈本所〉。并聘请原葫( ili 东省政

协〉、辛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匡王军〈山东大学〉、
安作璋 (w 东前范大学〉、刘敦愿〈由东大学〉为学术殷商。

其后在一九八三年底初稿完成时，国朱良民志调寓，编委会到

自 litl 主任高景尧主持，编辑部茹由副主编徐北文主持(原副主

结存崇思自另有任务也退出) " 

本书仄坞写到完成曾数易其稿，找笔人也有变更。其中集

中穹到通绢者有三次=

第一次于一九八四年西月在泰安街审指稿，参为口者为高景

尧、徐北文、李家援。初稿的撰写人古代编〈以下按所撰章次

排列〉为李家援、徐志阁、徐北文，近代编为宋青蓝、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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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芦、张健之，现代编为王文泉、李肇年3 经研究后确定在此稿

的基石出上加以改写、扩充。自有的撰写人工作较仕，布置第二

稿写作时也做了调整。

第二次通编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在本市南萍进行，参加者为

高景尧、徐北文、乔建〈济南市博物结〉。第二稿各章撰写人

除古代编为累有者舟，近代编撰写人为乔更生(Øl、王幸〉本所

之王慧百〈六章〉和庄春波〈七、人章) ，现代编各章到由济

南市十四中学袁建雷担任。这次经扩充之后的稿本，比初稿增

知了一倍多，字数达七十万字议上。经研究确定再如以精需重

写，为争取砖间，并请有可能就产专门撰写的同志担任第三稽

的改写，因此又一次费整了人员。

第三稿的撰写情况如下z 第一章为李家撮，第二章之第

一、二节〈汉魏南北朝〉为徐志醋，其第三节〈清唐〉为锋北

文，第三章为徐北文，第i1l1章和第五章为乔更主，第六章为王慧

臣，第七、八章为庄春波，第九章为王文泉，第十幸为芬髦，

第十一章为高景尧，第十二章为李肇年。此稿字数精简为四十二

万，改动辐度较大。由徐北文通编定稿，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完

成，是为最后一次之通辑。

本书的编著从一九八一年五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易其

稿，束费达百万言以上，历时五年有奇，始得完成。参与其事

的领导、腰间和编撰人员前后数十人，这其前有的闰志谓任或

退棒，有的顾问渣然长逝，变动虽大，历叶虽久，但能终于成

书，这是与济南市委的关界和各单位的支持分不开的。除提供

人员的山东犬学、山东部芫夫学;济南教育学院、济奇职业犬

v学、济南博物馆、济南第十宙中学之外，尚有济南二十三中窝

4韦教挥对宇澄同志主动提供其所撰济南文敲稿本作为参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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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所领导和参如撰写之人员的积极从事，我们瑾在此致谢.

济南之有方志书，捺古代已散侠之《三齐记》等之外，现.'

存之最早者当为元1~于钦《齐乘)) ，明代以后出现了各县的专

志，其中《历乘》系明末荒款撰(~已影印出版) ，清以后如

愿末年、李文藻主持编撰之乾隆《历城县志)) ，成璀主持编撰

的道先《济南蔚志》为最著名。直至建国之前，此类著作仿继

续不绝。 f豆是为济南一边辑撰通史，黯是前此未有。本书的问

世堪称开剖。既属剖制，无轨可寻，百我们前水平有珉，错误

在庆难免，医国势所必然，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意见，以匡敦不J

逮，这就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徐北文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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