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阳五行学说的创始人——邹衍 

 

邹衍（约前 305～前 240），中国战国时期哲学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齐国人。曾到齐

国稷下学宫讲学，知识渊博，号“谈天衍”。他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说，提出“五行生胜”

的理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为“五行相生”；水胜火、火胜金、

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是为“五行相胜”。他用这一理论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并

据此提出“五德终始”说，称自黄帝（土德）以来，已经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

三代，预言“代火者必将水”。又提出“大九州”说，以“先验后推”法推论世界有九大洲，

中国所在为其中之一。名赤县神州。 《汉书·艺文志》记载，邹衍著有《邹子》49 篇、《邹

子终始》56 篇，均亡佚。 

生平概述 

邹衍到过临淄稷下，因此，他也是临淄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与临淄稷下先生如淳于

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等人，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此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

国的良策。邹衍很重视齐国，并在那里活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又到过梁国，梁惠王亲

自到郊外迎接他，“执宾主之礼。”可见，当时的各诸侯国都很器重他。他还曾到过赵国。在

赵国，他在平原君处，平原君“侧行撇席”。  

最后，他到了燕国，燕昭王尊称他为“先生”，“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并“筑碣石宫，

身亲往师之”。在燕国，他撰作了《主运》，很受诸侯的尊敬。但“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



第八章：风土人情 

济南千佛山庙会 

济南风俗，每年夏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要到千佛山登山，站在“赏菊岩”上赏菊。自

元代开始，就定九月九日为千佛山庙会。 

简介 

  千佛山附近盛产柿子，尤以大盒柿为最著名，庙会期间，适值大盒柿成熟上市，赶庙会

者，多买柿子而归，故千佛山庙会有“柿子会”之称。每年庙会期间，从山脚下到山腰兴国禅

寺间一公里多的山路两旁，有固定和流动摊位 1000 多个，经营日用百货、土特产、风味小

吃、工艺美术品等，来自省内外的民间艺术团体在庙会上表演杂技、马戏、歌舞等，人流如

潮，热闹非凡。  

庙会介绍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这些名称，可以说正是庙会形成过程中所留下的历史“轨

迹”。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庙会风俗则与佛教寺

院以及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

和普及起来的。  

  过去济南的庙会有大小数十余处，惟以“千佛山”和“药王庙”庙会规模最大，流传最久。  

庙会时间 

  千佛山庙会一年两次，于春季的上巳节和秋季的重阳节期间举行。上巳节是指农历三月

的第一个巳日，魏晋时固定为三月初三；元成宗大德年间(1310 年前后)，千佛山庙会始成定

例，源自汉代的习俗，三月上巳日到水边沐浴，叫做“修禊”以除不祥。  

  每年到了旧历九月初九日，是所谓重阳节，是登高的好日子。这个节日来源很古，可能

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济南的重阳节庙会(实际上是并没有庙，姑妄随俗称之)是在南圩子门外

大片空地上，西边一直到山水沟。  

  每年，进入夏历九月不久，就有从全省一些地方，甚至全国一些地方来的艺人会聚此地，



祖先。据说这一习俗由来已久，从秦代就开始了，汉代继承秦制未变。到了唐代，扫墓才固

定在清明举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一诗中写道：“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就是描写郊野扫墓情景的，到了宋代，人们都在清明

日拜扫祖墓，京都人士倾城出郊，四野如市。在今天，清明节这天已成为人们缅怀英烈、掉

念去世亲人的日子。  

  清明时节，在济南城乡，还流传荡秋千的习俗。清明节这天，男女老幼，身着新衣在

绿杨深外，或在街前广场，立木为架，上袈横木，下悬二绳，绳下横系一板，人在板上可坐

可立，手握两绳可前后上下飘荡，极富乐趣。相传荡秋千本是北方胡人的一种游戏。战国时

期，刘桓公北征时，才将这种游戏带到汉族中来。汉、唐以来，多用在皇帝的后宫和显官贵

族的园囿里，后来才渐渐传到民间。  

  清明正是“绿柳才黄半未均”的时节。济南城乡，过去都有插柳于门，妇女，儿童头戴

柳枝、柳球的习俗。据说这种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农民祖师--神农氏，后来发现为记

年和表示长寿的美好愿望。如宋人赵元镇的《寒食》诗中寂寂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记年华

之句；农村有“戴个花活百八，插根柳活百九”的农谚。后来，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而插柳、

栽柳却盛行不衰，并推而广之。  

第九章：历史事件 

齐桓公灭谭国 

谭国创始于殷商时代，定都于谭城(今城子崖一带)，自周初大分封以后，谭

国地处齐、鲁、燕、卫等大国之间，以与大国的政治联姻为一贯的国策。齐襄公

即位后， 齐国内乱一触即发，公子小白流亡路经谭国，谭国国君礼貌不周。十

余年后，公子小白战胜公子纠，回国登基，是为齐桓公。当时诸侯皆遣使道贺，

惟独谭国毫无表示。桓公二年(前 684)春，桓公率军伐鲁，长勺一战，齐军大败。

夏，桓公整军伐宋，于乘丘(今兖州境)大败宋军。冬，桓公班师回国，途经谭国，

即以当初谭君无礼貌、不朝贺为罪名，趁势占据谭国，谭君逃奔莒国。以今济南

地区为领地、有近千年历史的古谭国遂告灭亡。 

济南建城 

      晋永嘉年间(307～312)，济南郡治从东平陵迁至历城(今济南市区)，济南开

始建城设治。此后，济南历为州、府、路、省治，发展成为海岱地区的第一大都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