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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患 4随睡

《德州地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季挂起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方式的载体，也是一个罢族精神的承

载。民族因文化而存在，掖文化丽传续。民族的兴旺发达，不

仅是经济的繁盛、政治的强大，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发达。中华

民族吉古就有她哇的文化，曾经对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

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延续至今。在今天，我们要

建设具有自身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必须继承曾经有过的文

化遗产，其中地域文化即是一个重要方嚣。随着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化建设相比较改革开放初期，受到

人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黯之成为一

个重要课题。

应该说，地域性是文化的重要特征。人类活动必须借助一定

的空间条件才能进行，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历史传

统和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各不相窍，自然就会产生不民的文

化。同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

文化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不同地域的文化既构成了中华文化发展

的基础，又是中华文化综合特征的局部反映或某一特征的集中表

现，成为中华文化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多元支撑。在地域文

化中，既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共性素质，又具有属于自身的个性特

征c 特别是地域文化的强特性，具有着很高的研究价懂，值得我

们深入发握和研究。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生活方

式的趋向、民族和人口的交融，不少地域文化的特征渐次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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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域文化的共性特征不断增多，但是，由于地域差异和地域

文化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趋同发展并没有使地域文化消失。即使

在今天，无论是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乃至一省不同地区之间，

文化的地域特色弦然存在晓星的差别。

如今，地域文化研究已经是文化研究中一个很有生气的新兴

学科，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文化学、史学、社会学、文学、

经济学等各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开展了广

泛、丰富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目前地域文化研究的动窍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不少省市以高等院校为依托，成立了地域文

化研究所、研究中，台、研究基地等专门研究机构，比如:安徽大

学的"徽学研究中心"、因}芦川!叶l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阳师院的 "j海丐洛文化研究中心

地\由东师大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理T工-大学的"齐

鲁文化研究院"等等。二是各地党政部门对地域文化研究给予

了足够的重视，大力支持研究工作。 2∞5 年 3 月，全国政协十

届兰次全会上，致公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将区域文化研究列入

国家长期社科发展巍划"的建议。浙江省委省政商 2∞5 年 9 月

发文要求全省认真实施《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提出，要"从

学术方面对当代浙江和浙江历史文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全面

系统的解读和研究。"并成立自省市领导、浙江大学、省直有关

单位参加的"新江省文化研究丁.程指导委员会"。三是近 20 年

来出版了一大批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既有全国性的地域文化丛

书，也有某一地域的文化丛书、地域文化研究专著。如山东师大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具体组织的《齐鲁文化研究丛书} 100 册

在国内外就产生了巨大影响。

概括来看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其主要呈现出以r

特点:第一，秉承"经世致用"的原则，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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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很多研究成果不只是停雷在学术研究的层面，而是力图结

合当地经济社会发震需要，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和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为宗旨，对地域文化进行挖

掘、研究和开发利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第

二，配合理实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公民的基础文明教育。在地

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传统精神文明的内容，这些对现实中人们

的思想品格、伦理道德都会产生较大影响。地域文化研究以弘扬

社会主义主麓律为宗旨，本着去其糟柏、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的

原则，在控据地域文化内涵的同时，倡导爱民族、爱国家、爱家

乡的教育，增进人{门的人文精神和爱菌情怀。第三，以基础研究

为主.向专门研究拓展。地域文化研究的立足点是基础研究，郎

对某一跑域的文化作整体性的史料发掘、理论阐释。这几年来，

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典籍整臻、文物收藏、资费、普查、JJj史人

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物质与非物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地

域文化的专题与综合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一些地域

文化研究也开始向专门领域拓展，如地方民俗、戏曲、艺术、文

学、教育、民居建筑等等。第四，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的研究。随

着研究的深入，地域文化逐步由物态文化向精神文化延持，对人

物品格、学术患想、文化心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族宗

教、民风畏俗、人文地理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地域

文化对当地人的文化性格及精神素质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

的重视。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地域文化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

回避的问题:一是有的研究过于偏重地域文化的差别性，缺乏从

宏观的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的比较视角看待与审视地域文化，研

究的内容不够开阔;二是一些地域文化研究缺乏长远规挝、统筹

安排、分工合作和协调组织，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分散而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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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没有形成团队效应:三是感情色彩和乡主意识浓厚，出现了

千第一律的"辉煌她烂"对本身地域文化赞誉由于辨析不足，

甚至有过誉倾向，包括无原则地争抢所需"文化名人"因是低

水平、重复性成果多，深度研究、综合研究成果少:五是资金投

入和社会支持较少等等。

德外|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居住，迄今已有 5∞0 多年

历史。 2∞0 多年前德州作为重要的军事、行政重镇，开始有城

市建设的历史:睛代大运河开通后，德全['1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水

陆码头与商业城市:唐、宋、明、清时期既为交通、军事要冲，

又是著名离埠。可以说，德外|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丰痒，有

着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文化特色也较为突出。但是，由于长期

疏于挖握、研究和开发，许多资摞没有得到有效的科用，一些优

秀的文化传统也没能很好继承发扬，与虽内很多城市特别是西

安、洛阳、郑州、扬州、淮安等相比，甚至与临近的聊城、滨州i

相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高，研究的力度和规模不够

大，对文化资源的发掘也较为薄弱。这既不符合德州经济、社

会、文化和谐发展的要求，也影E露了德判tJ造文化城市、创新域

市品牌特别是赶超山东中等发展水平的信，台。作为德州人，我的

深感愧疚，也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地域文化是历史的程淀，也是创新的结果。没有历史积淀，

一个地区的文化就不会有厚度、有深度;而没有创新，这个文化

就不会有活力、有生机。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

则，我幻的目标是在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上，包才造

体现着德州人精神风貌有文明程度的地域新文化。基于此，我们

认为对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 Jj呈re握好以下要点:一是既重视资

游、发握，也重视学术研究。通过深入发掘，了解德州地域文化曾

经有过的丰富内容;通过学术研究，认识德州地域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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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及其籍华所在，使它们更好地为德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是既重视发握、研究，也重视实际应用。通过发握、研究，梳

理地域文化的内涵，明确可继承的遗产与需弘扬的传统，过滤己

为历史所淘汰的糟柏;通过实际应用，使历史文化遗产发挥当代

作用，造福现实人{门的生活，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

也为当代文化的创新性建设提供资摞。

完整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在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较为

独立的地理这域性。地理条件是形成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在地

理条件大致相同区域的人们，往往会形成较为相同的文化习俗和

习性。法00文化学者泰纳曾说过:自然环境是造成文化的重要条

件，"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

……..都对人的生活产生作用，因此而彭成不同的文化习性。

第二，鲜明的文化地域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特

定时代的影响，某一地域难免会出现整合、分化或边缘性的进

退，但是，反映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域范雷应该基本稳定延续。它

不一定是以今天的行政区域如分，而是以历史上人妇生产、生活

的众多地域共同性形成的人文状态为依据。第三，文化内涵的特

殊性。文化内远受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因素决定，积

淀于地域文化深层的文化个性和遗传墓园，与其他地域文化有明

显区黠，这是一个地域的文化之区到于其他地域文化的重要特

征。第四，文化特征的稳定性。地域文化特征一旦彭成，就具有

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规菇、影璃并塑造着该地域人们的价值

观念、性格心理、风搭习惯、行为方式、文学艺术等，并在与其

他地域文化的交融中，长久地得以保留。

德州地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在一套丛书中不可能完全涵

纳。吕前，我妇对德州地域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

方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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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文化特性。德州拉于黄河冲积平原，又处于黯代之后大

运河的重要节点上，历史上受"两河"文化影响较大。同时，

她又是一个地缘文化特点比较突出的区域，位居齐鲁和燕赵药大

文化板块之间，既受到上古时期黄海文化农业文化、齐鲁和燕赵

南大东西文化摄块的共同作用，又受到中古以后大运河南北文化

的相互影响。这一独特的区域位置和历史条件，使得德州地域文

化呈现出兼容性、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这种文化特性同对也

孕育了这里人们的文化性格。德州人历来厚重淳朴又慷慨{主义，

温和、诚实雨不排外，有着齐鲁文化的质朴厚重和燕赵文化的慷

慨豪放两种基嚣，体现了深厚的黄词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德州

人又善于开拓，和极进取，体现了浓郁的运河文化和商业文化

个性。

二是世家名人。世家望族世代为官，家学传承，具有超凡

气度和统治经验，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德州f百史上的

著名世家有: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域崔氏、明清时期的!在邑邢

氏、德揣臼氏、卢民等。德然名士辈出，夏朝有穷部落长后

弈，春秋时黯齐国政治家、外交家晏婆，战国时期赵国主裙、

战国四大公子之一赵胜，赵嚣军事家廉颇:汉代政治家、思想

家董仲舒，文学家东方朔、掠衡;魏晋南北韩时期蜀汉皇帝XiJ

备，北魏大臣崔宏、崔浩，史学家崔鸿: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

建德: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再伏伽，唐代大臣崔义玄、崔

鼠，诗人孟云掰、张站，书法家颜真瓣 z 宋韧医学家刘翰，宋

代大臣吕颐浩，文学家李之挟，明代书法家邢俩，清代学者卢

见曾、大臣田雯、卢荫溥:近代义和国领袖朱红灯，辛亥革命

将领王金铭，抗 E 名将宋哲元;现代史学家齐忠和、荣孟摞、

邓广铭，哲学家任继愈，文学家邓友梅，科学家王浩等，皆出

生或活动在德州。特躬是董{中舒倡导确立的儒学独尊局面，奠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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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推尊需学，崇奉孔圣的传统，由齐鲁文

化也由地域文化上升为了国家意识形态。

兰是运河文化。德'所是一个典型的黑河而生、国河雨兴的城

市。早在4∞0 多年前.德外|就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 5号正在九

河，其中有五条在德拼 C 隋朝开凿永济渠，元朝开在卫运河，德

州成为沿运河的重要域市，运河文化也槌之逐渐形成飞发展。到

明清时期，德外i因发达的运河戴运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繁荣之地，

是全国土之十二兰大工商城市之一。德州不仅是京拉大运河上重要的

潜运仓储重地，而且是重要的南北黯路交通枢纽，有"九达天

街"J‘祷京门户"之誉"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工商繁荣、

客商云集、仓储丰富、交易繁盛。同时"人文飘起，名卿蝉

联，实甲w左"人文气怠特别被厚。昔日德#1河渠纵横，求两

密布，有着北方江南的独特景观。

四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民{杏文化和交通文化。德州是鲁

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为鲁菜西派的重要代表。历史上，名店、

名厨、名菜、名点难以计数，并因此而影畹到京津地区。德#1菜

以常觅食材为主料，特别在敬T主下功夫，以扒、娃、妙、煎和

窍煮为主要形式，讲究法计大昧，德州扒鸡为其代表名菜。除武

之外，其他如长官包子、大拂雷、保菇驴肉、自煮鹿肠、武域旋

饼、夏津布袋鸡、踱黯豆腐等都是各具特色的撞域名吃。德州历

史上是各种宗教汇聚之地，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德州以往佛

寺、道现星罗棋布，佛教、道敦信仰在民间非常流行。 主雪代景教

传入后，在撞州也曾留F遗迹。元代之后，伊斯兰教大量传入，

至今仍然有众多穆斯林信众。天主教、基督教近代以来进入中

国，德、州是其重要的传教地。德州地处冀鲁交界，历史上形成了

既有齐鲁之风又有燕赵之风的民风民结特点，在价值取向、道德

情操、礼技传统、岚能习惯、行为方式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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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踏盼 遭到f地壤文化研究丛书

德全~I处于黄河下游冲积平踵，处在黄河、京抗大运河交汇点上，

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卡分重要，许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

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也很有研究的必要。

2007 年，德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

的战略口号。市长吴翠云南志在德外i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列入了德州文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德州学院作为一所地方性高等院校，为

"打造区域经济文化高地"做一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本着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我钉特别重视对地域文化的发

握和研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纳入了学校科研工作的总体

部署，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德步11地域文化研究中必。

近几年来，德州学院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在积极参与德外i城市

文化建设，开展地域文化研究，促进地域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域市

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从"挖掘地域

文化资源，丰富地域文化内涵，提升地域文化品位，为德州

‘两个文明'建设和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的宗旨出发，

捏文献资科段集、文物资科汇总、世家名人研究、运河文化研

究、饮食文化研究、民风民信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德外!文学研

究、重大事件研究、分县市研究作为工作重点，目前已敢得阶段

性成果。现在，摆在读者雷前的本辑《德州地域文化研究丛书》

包含了《德州地域文化模论上《德州历代名人上《德州|重大历

史事件}， {德州文物古迹》、《德外|运河文化》、《德外l 民信文

化上《苏禄王及其后裔上《德州拉日斗争》、《德州黑陶文化上

《打造精品一一地域文化产业建设研究》、 《德州方言实录与研

究} {德州铁食文化》、《大禹文化研究上《董仲舒研究上《东

方期研究上《武域崔IX研究上《颜真卿与德安H} ， {部儒研究上

《吕雯研究上《德判卢民研究》、《宋哲元研究} VJ及德州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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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
嘲翻如

文化研究等内容，共计 30 余册，约 6∞万字。

但是，我们深知，德州的地域文化研究踏刚起步，研究队

伍、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尚不尽人意，还需要持之以恒和艰苦努

力，任重雨道远。今后我们的了.作设想是:

1.以德全1'1学院"德外i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为依花，尽快成

立德州市政府主导下的"德州地域文化研究会"整合研究队

伍，加大资金投入，协调分解相关研究任务。

2. 以市委宣传部或德州学皖为藏托，创办具有研究性质的

专门学术研究刊物一一《长河学刊> ，建立具有研究性质的学术

平台一一"董子书院"暖引国内有关专家和知名学者关注并投

入到德卅地域文化研究中来。

3. 为了全面收集有关地域文化的文献资料，便于开展课题

研究，尽早建立"德全H地域文化资料中心"O

4. 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市内、全省或全国不同

层次、不胃内容的学术会议，以凝聚人心，扩大影响。同时，积

极串摄相关课题，积摄组织梧关研究人员开展实地考察。

5. 用 3 -5 年的时间，组织精干力量，尽快形成包括《德州

通史》在内的一拉在国内有重大或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努力

扩大德州地域文化的国内外影睛，提高德州作为文化城市的知名

度，为德州申摄历史文化名城提供支撑材料。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幌悬"。当前，中华民族正迎来一个

新的强大昌盛时期，这个时期需要文化的有力支撑。发掘历史遗

产，继承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今天建设祖国、复兴民族的义不容

辞的责任。虽然因各种条件的摄制，我们的地域文化研究还面临

诸多困难， í呈既然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起步，不管有多大困难，

都一定要坚持下去。柜信在中华民族瞩起和文化复兴历史大潮的

推动下，在德邦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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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扭酶静
'也细地组民主化研究丛唱

地域文化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为德外i打造区域经济文化

高地，为德州的科学发展，为国家的吕盛，为民族的进步贡献我

们的力量。

2010 年元月 31 日序于德州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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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也刻地罐文化祖l~

德州赋

季桂起

嘲目如

九达天蟹，神京门户①。东傍泰山之巍娥，西挠漳卫之清

秀，北掠京津之繁华，南临黄河之汹涌。人文浸润，积齐鲁之厚

重;地脉相接，得燕赵之慷髓。民风淳朴，假平畴之坦荡:俊杰

辈出，若星空之姐然。京抗运河，贯通神州南北，有千年舟梧之

便利，商贸自古兴隆;京沪铁路，飞跨赤县江河，居百载交通之

拯纽，经济今益繁盛。提华北之咽喉，是为重镇:汇鲁西之盛

况，实乃名域。从来兵家必争之地，离者必聚之所，风化必珍之

域也。

抚古追苦，溯源觅迹。黄河汤汤，名B德水②。先民铀劳，

筑土立域，为有穷氏③之国，是为德州之始。有史悠久，古史可

缸:秦为安德，汉为广州，窘为长河，宋为将陵，费、清以降，

史称德州。

"德"者，涵蕴丰厚，旨远义深。型水得名，被上善之教

化;居判名"德"彰中华之传统。后界前日、婚娥奔月，经宣

f-t传说，诱神奇美丽之遐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考遗迹尚

存，贮勤劳智慧之瑰宝。大禹治水，疏九河、布息壤，固我华夏

① 九达天衔，神京门户:明代德州城西宫道立有牌坊，上书"九达天衡，神

京门户为写日于人们对德州的称谓，反映了德州在明代的重要城市地位和特色。

② 德水:秦、汉两代称黄河为"德水"在德州地域设丽县，后改为安德县，

取"德水安澜"之意。

③ 有穷氏:为德州境内古部落，传说其首领即为善射的后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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