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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浓缩了城市难忘的记忆，也映射出

城市多姿多彩的历史影像。

悠悠中华，上下五千载，华夏先民在为

我们创造了恢弘而大气 、 灿烂而辉煌文明

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座具有悠久

历史文化的中国名城。 中国的名城，特别是

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深受政治 、经济、军事、

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或为历史上大一

统国家或地方政权的中心，或为某一区域

的"大都会或为某一历史上的边障、海防

重镇，或为某一时段璀琛而繁荣的文化圣

地，它们的兴建与存废，见证着王朝的兴衰

更迭，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也折射出历

史的辉煌与辛酸。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

有百余座历史文化名城，遍及全国 3 1 个

省 、市、自治区。 这些中华名城，有如粒粒珍

珠，遍布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共同句勒出伟

大祖国的锦绣画卷。

花开自有花落时。无论是汉唐盛世的万

邦来朝 、歌舞升平，还是分裂割据时代的金

戈铁马，繁华过后，总有刀剑入库、马放南山

之时，一切都成为过去，一切都成为故事，而

能够流传于后世的，更多的是那些在长期的

社会变迁中沉积下来的典故与传说，其中，

掌故便是一种延续城市历史记忆的重要载

体。 "掌故"一词，在汉代本是掌管礼乐制度

的官名，隶属于太史，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介

绍历史上的典章制度 、人物事迹等故事和传

说的文体形式。 掌故能流传久远，也因其中

兼具思想性 、故事性、知识性和记录性等多

重功能。

近些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或

因人为因素，或受恶劣自然环境侵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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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文化遗迹、民俗古

貌，渐次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或变作一幅幅永

久定格的珍贵图片，或化作一段根植于人们

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记忆。 或许若干年以后，

当人们回首过往，点点滴滴的记忆浮现于心头

时，才发现刚刚经历过的真切的历史片段，在

不经意间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留住

了这些记忆，才能在充满浮躁气息的现代社会

中守候心灵的最后一方净土，城市才不会沦为

一座没有灵魂的空壳之都;而有记忆的城市，

才是一座充满活力 、独具特色和有深厚底蕴的

城市。

城市的故事值得永远流传。 为此，中国版

协城市出版社工作委员会组织全国十六家城

市出版单位联手启动了《中国名城掌故》这套

书的编写，希冀以丰富而翔实的内容，精当的

叙述和全方位、多角度的梳理，将中华名城的

山水名胜、历史风貌、发展轨迹、逸闻趣事等展

现于广大读者面前，为我们，也为子孙后代留

住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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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委会

201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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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历代行政区划沿革

·

史
林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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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远在9∞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今济南地

区即有先民繁衍生息;距今400萨-45∞年前，济南龙山城子崖一带即

建有较大规模的城邑了 。

商周时代，今济南地区为古谭国 。 春秋战国时代，今济南地区称

"派"、"鞍"、"历下"等，属齐国，为齐国西南边障重镇。 秦代，属济北郡

(郡治博阳，即今泰安)。

西汉始置济南郡，郡治东平陵(今济南市章丘平陵城) ，是为"济

南"得名之始。 汉文帝十六年(前164) ，设济南国 ，首府东平陵。 汉景帝

三年(前154) ，废济南国，复置济南郡。 汉武帝时，济南郡辖东平陵 、历

城等 14县，属青州刺史部 。 东汉建武十七年(41)，复称济南国，辖 14

县 ，后改辖10县 。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屡屡更替，济南先后为魏、西晋 、后赵 、前

燕 、前秦、后燕、南燕 、东晋、刘宋 、北魏 、东魏、北齐、北周所辖，时郡时

国，变化频繁。 其间，于西晋永嘉末年(312) ，济南郡治从平陵迁至历

城。 从此，历城成为济南历代郡 、 国 、州、府的治所。 北魏皇兴三年

( 469 ) ，设齐州 ，辖6郡35县，州治历城。

隋开皇三年 ( 583 ) ，济南郡改为齐州，辖历城等 10县 。 大业三年

( 607 )又改称齐郡。 唐朝建立后，复称齐州，辖历城、章丘 、长清等6县。

唐天宝年间，齐州曾一度改称临淄郡 、济南郡。 五代时期，仍称齐州 ，

先后属梁、唐、晋、汉 、周各朝。

北宋初期，齐州先后属京东路和京东东路。 政和六年( 1116 ) ，齐

州升为济南府，辖历城、章丘 、长清 、禹城、 |恼邑 5县 。 金朝 ，仍为济南

府，辖历城、章丘 、长清 、齐河、禹城 、济阳 、临 邑 7县 ，属山东东路。 其

间 ， 曾一度属伪齐管辖。 元初，改为济南路，直隶于中央中书省。 至元



二年(1265) ，辖橡州、滨州12州及历城、章丘、齐东、青城、邹平、济阳、商

河、阳信、无橡、沾化、利津11县 。 金元时期，济南先后为金山东东西路

提刑司、元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治所，是山东地区的监察中心。

明初，复称济南府，辖泰安、德州、武定、滨州州、|及历城、章丘、长

清、济阳、商河等26县。 洪武九年(1376) ，山东最高行政机关"承宣布

政使司"由青州迁至济南，济南成为山东省会。 清初，沿明朝建置。 雍

正二年(1724) 、十二年 (1734)调整区划，济南府改辖德州和历城、章

丘、长清 、济阳等1外115县。

民国初年，撤销济南府，置岱北道，辖27县。 1914年，岱北道改称

济南道，辖县未变。 1925年，济南道改辖历城、章丘、长清、济阳等10

县。 1929年7月，设立济南市。

济南市花一一荷花

1948年9月济南解放，设立济南特别市。 1949年5月复称济南市。

今济南市辖历下、市中 、天桥、槐荫、历城 、长清六区，章丘一市，

平阴、济阳、商河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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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大象时代与大舜的传说

距今四千多年前，济南地区是东夷人的聚居地，当时正是由牧猎

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时期。 东夷人擅长猎射，捕猎禽鸟是东夷人获得食

物的重要来源，所以，东夷人的图腾是神鸟(后来衍化为凤凰)。 舜是

东夷人部落领袖，民间把他当做神圣崇拜，并且传说舜为凤凰转世。

舜的氏族为"有虞氏虞，即古时看管山林鸟兽的专职人员 。 舜的宗

姓是"妨(guï)"，该字去掉表示宗姓的"女"字旁，右边的"为"在甲骨文

中象形为一只手抚摸着大象。 据甲骨文专家罗振玉考证，舜的宗姓应

该与大象有关，在当时，舜的家族很可能是以驯象为业的。

传说舜名重华，父亲警曼是个盲人，生母早死，继母和同父异母

的弟弟象多次要害死舜，舜都躲过了 。 舜并不忌恨继母和弟弟，依旧

孝敬友爱，被人们公认为道德楷模。 相传大舜年轻时曾在历山(今济

南千佛山)之下垦荒耕种过，这一记载最早见诸《墨子 ·尚贤下~ : "昔

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渔于雷泽 ，灰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

为天子。 "民间传说，舜是奉父命来历山下垦荒的，在他继母的挑拨

下，父亲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将一大块地耕完。 舜正在为难之际，来了

一群大象帮他，很快把荒地耕完了 。

有人曾经对这一传说提出过质疑，认为大象是在温热带地区活动

的动物，济南地处中国北方，是不会有大象存在的。然而，考古发现却

证明，济南地区在当时确实是有大象的。

20世纪50年代，济南市在老城区修建百货大楼挖地基时，就挖出

了一根象腿化石。 80年代，在济南圄山 、八里洼等地也先后发现了古

菱齿象门齿、臼齿化石和猛鸦象牙化石。 1998年5月 14 日，有关部门在

山大南路施工时，又挖掘出了一根长2.2米、直径20厘米的古菱齿象牙

化石。 考古专家研究后指出 ，在距今 16∞0年之前，济南地区的气候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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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寒变暖，适宜温热带地区生存的植物向北推移，并逐渐覆盖了济

南地区。 与此同时，适宜温热带生存的动物也逐渐北移。 这个过程，大

约经历了四五千年，然后进入了稳定繁荣时期 。 当时的济南地区，雨

水充沛，气候湿润温热，植物不仅有松杉等，还有标树 、木兰等热带木

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动物不仅有虎、野猪等，也有大象、犀牛 、鹿等。 平

地多沼泽 、水池，鱼禽之类极多。 这种自然环境状况持续了 100∞年左

右。 大约在6000年前，济南地区气候逐渐变冷，适应温热带地区生活

的动植物逐渐退往南方，大象才退出了济南地区。

由此可知，早在大舜时代，济南地区确实是有大象存在的 ，称大

舜家族曾经以驯象为业，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当时的大象是否那么通

人性，竟然会主动来帮助大舜耕地，恐怕就只能看做是神话传说了 。

关于大舜躬耕之地历山，自古以来众说纷纭，除了济南的千佛山

之外，还有山西永济、河北怀来 、山东荷泽、浙江余姚等说法。 考济南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历下邑"之称，且北魏邮道元《水经注》、北宋曾巩

《齐州二堂记》等皆有确凿考证，历山在济南之说当是可信的。

泉城广场的大舜像

6 

大舜不仅与济南的

山有关，与济南的水也有

密切关系。

据传，大舜还曾经在

烁水(源于今的突泉)之

滨弹奏过乐曲。舜的父亲

警吏就擅长音乐 ，舜继承

并发挥了父亲的音乐才

华，精通琴瑟之道，他曾 .

经创作了诸如《思亲操》

《南风操H韶乐》等优美

的琴曲 。据说，当后来孔

子昕到大舜当年创作的

《韶乐》时，竟使他深深

陶醉其中 三月不知肉

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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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中的"澡"字

关于济南地区最早的地名记载，是甲骨文的"澡"字(简化字为

"派") 0 "源"是发源于济南的突泉的一条河名 ，此字的产生应该也与

大舜有关。 甲骨文的"澡"字，是由"策"与"川"合成的。 ") 11"即水(后来

衍变为汉字的三点水)， "架"字在古代是上丝下木结构，琴和瑟都是

用丝(弦)和木(座)制成的，所以"架"字是作为拨弦乐器琴和瑟的会

意字。 正是因为大舜经常在这条河边操琴鼓瑟，人们才使用了"架"与

")11 "合成的一个字，将这条河命名为"澡"的。

济南人为了纪念大舜，在历山(今千佛山)建有舜祠，在的突泉畔

建有娥英祠(纪念大舜的两个妃子娥皇 、女英) ，并且把一处名泉命名

为舜井，把的突泉流出的一段水溪命名为娥英水。 1999年9月，济南市

中心广场一一"泉城广场"建成，广场文化长廊中树立了 12尊齐鲁先

贤铜像，其中第一尊就是大舜。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