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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河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

时期钵形鼎

(现藏荣成博物馆，乔文江 摄)

文登芮山出土的秦代铁权

(现藏烟台市博物馆)

文登场谷山大汶口文化

墓地出土的陶器(孟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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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秦代立石 (柏华文摄)

元代圣经山石刻 《太上老子道德经》 (商春波摄)



威海卫的元明古墓( 1920 年代)

始建于 1403 年的威海卫城之西南隅( 1920 年代)



卫城南街建于清乾隆年间 的"苦节天褒" 坊 ( 20 世纪初)

卫城内建于清道光元年 (1821 )的关帝庙戏楼( 1920 年代)

庐町

)-

I'! 扣' 、管



1887 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在刘公岛设立的北洋海军提督署( 1920 年代)

威海港西岸的北洋海军北山嘴炮台(日本随军记者摄于 18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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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威海卫首任文职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与华务司庄士敦及华勇营士兵( 1905 年)

英租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一爱德华码头 (1930 年代)

.'\ 



英军续租刘公岛期间 ， 威海卫港内的英国军舰

英国续租刘公岛期间的西摩尔街 (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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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军分区工作人员合影 (1944 年)

威海卫庆祝十月革命节戏剧联合公演全体演职员合影 (1945 年)

T 



序

威海史称"威海卫

威海深得天地造化之垂爱，千里海岸 i坪i占坤i呼审湾相 i闰哥，出海梧依，宜居宜业，风

光捷施。威海之美，百闻不如一觅，故有"走遍盟海，还是威海"之赞;融入其

中，那心品味，当为地域文化之裆特魅力所感染。

威海历史悠久。由新石器时代之刀耕火种、繁待生息，至春秋战 E之不

夜古城、东莱故地，岁月年轮于斗转星移中铺然混积。从汉朝石落t才到元1-1(.

清泉存，从秦皇汉武现海祀司、析福求寿之车马仪仗，到明洪武年间设卫屯

兵、威震海疆，威海于潜逃灌落民阅尽千古造桑。晚清以降，中华民族饱经

位患，威海亦留下无数理辱印记与悲壮传奇。

威海人杰地灵。藉钟灵毓秀之孕育，得传统文化之濡染，威海人文璀

碟，风物被绝，崇文由学之风世代相袭。东汉大需郑豪威耕读援业于此，启

"文登学"之滥筋:隋唐开科以来文风益盛，百余进士荣登金棒;近代得开放

风气之先，威海更是英才辈出、群贤流芳。自明初设卫屯兵始，从戎报国渐

成风尚，英雄名将代不乏人。时至今 S ，荣咸、文登在有"将军县"之美誉。

威海文化厚重。居挂路之末梢，处海天之一隅，威海文化特色盖由此

生。秦皇汉武东退遗迹尚存，延续历史文化之一廓;赤 w 法华院"一寺连三

盟"克证开放文化之繁盛:刘公岛硝期散尽难忘甲午之鞋、老洋房建身闹市

铭封英租之辱，近代海权文化可谓发人深省!另有圣经山之于道教文化、天

福 w之于红色文化、大乳山之于母爱文化、海草房之于海洋民俗文化，无不

引人入胜;近来方兴未艾之人居文化、生态文化、幸福文化、休闲养生文化，

尽显城市内涵。

威海民风淳朴。威海人或在 w永吕西中 B 出而作、自落而患，或于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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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族问追风踏法、耕海牧洼，任世事变迁、岁月更迭，勤劳盾朴、友好正直、开

放包容、坚韧不援之秉性亘古未变。以垂劳质朴中蕴含1慧、明睿智，故多事业

有成;友好正直中秉持坦诚无私，故赢广泛支持;开放包容中不乏自尊自信，

故可海纳百)1/ ;坚韧不拔中贯穿豪迈大气，故能逢白开路、遇河架桥、化险题

为适途。

文化乃城市之灵魂与援基。塑威海城市之魂，文生适览之著不可或缺。

威海市政协组织 50 余位文史工作者，历时两载编成《威海市域文化通览) , 

既全景展现威海历史文化模较，亦全面分析论述各时期文化发展特色特点，

诫为市域文化研究集大成之作。

是为序，并乐克《通览》于弘扬传承威海地域文住上发挥功用、体现价值。

中共或海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份号
2013 年 2 月



编辑说明

《威海市域文化通览》丛书，是在威海南政协领导~，荣成、乳山、文登三市

政协通力合作，编摹体倒统一要求，编篡过程统一领导，全书重量统一把关的一

套学术丛书。全书共西卷，总览一卷，荣成、乳白、文登各一卷。时闰跨度从远

古到新中国成立草。

《威海市域文化通览》前编篡体例，与山东省政协《山东区域文化通览》的

编篡体部梧一致。《威海市域文化通览》的总克卷，是在《山东区域文化通览》

威海分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掺玫雨成。荣成、乳白、文登三市的分卷则是在

或海市政协插导下，按省编寨体提要求撰写，最后由威海市政拂《通览》编寨部

统一把关审定。

《通览》的内容架构，分绪论、主编、下编三个部分。主编主要是比较宏观地

摆述各个历史时期本区域文化发展踪络;下编主要是深入细致地论述本区域文

化亮点和特色。通过"线"与"点"的结合，让读者既能通觅文化模貌，又能赏析

亮点特色，感受历史纵深，力求达到一书在手，万千文化气象思收眼底的效果。

《通览》定位为学术之作。与地方史志、文史资料相区别，{通览》突出史论

结合，强调内容分析。I:lP不仅对文化现象、文化人物、文化事件进行史实阐述，

而且还要把这些文化事象放在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中，分析其产生的根源，形成

的特色，所娃的历史地位以及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力求通过这种叙论结合的

卢写法，揭示思想内疆和人文价值，从需使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认识更为深刻。

《通芫》追求内容的真实性与观点的权威性。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注

重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现点看待文化现象，评判历史人物、历史事

件。在阐述文化事象时，不崖美、不隐恶，坚持实事求是地还京历史;在评价文

化事象的影响作用时，不夸大、不拔高，镇用"第一""之最""最大"之类的词汇，

力求客观公正。在论述过程中，力求所有观点都建立在去伪存真的史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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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所依、论有所据，确保结论的技威性。与此商时，还注重对地方主流行的一

些锦旗见解进行霸别、订正，返虚、浮于真实。

《通览》强揭内容的丰富性和资料的可靠性。内容丰富是该丛书的基本要

求和特点之一。为确保本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较高的学术贯量，强调充分收

集、挖握、整理、运用所有相关资料，尤其突出新材料的拮据、发现和使用。因而

该丛书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踏上，使用了不少近年来从国外查囚的档案资

料，经过考辨后的民间族谱、传世诗文、口传资料，历代方志、碑刻、文物、遗址以

及考古薪发班等。

在编篡过程中，威海市及荣成、乳山、文登三市政协相继成立了编篡委员会

和编萎部，组建了自 50 余名撰稿人组成的专业水平较高的作者队伍，聘请了市

内知名专家任历史顾问或学术指导。自 2010 年 6 月至 2013 年 2 月，历时两年

多时窍，丛书终于成稿。

整个编篡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提绢拟定阶段。在威海市政

协《通览》编篡部的指导下，三市在分卷学术主编的组织下分剧按要求草拟提

纲。经过域内专家计论后，送市编篡部审查。经过上下几个反复，最后由市编

篡部研究确定。第二阶段为撰稿阶段。提纲确定之后，在各分卷学术主编主持

下，分解在务、落实撰稿人，并集中时间撰稿。第三黯段为统宰稿阶段。各分卷

初稿形成后，先在域内进行讨论，然后送市编寨部统审。经过"两上两下"最终

定搞。

i花丛书的编篡是对威海文化资源的一次大疏理，大整合，是功在当代、惠及

后世的文化建设工程。虽然我们有精品之作之自标，传世之作之追求，盖在学

术面前和无前倒借鉴'情况下，不仅参与编篡的大多数作者尚不适应，丽旦对本

丛书的统编人员来讲，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编摸过程中难免出现

疏漏与错误，希望学界有识之士和广大读者提评指正。

《威海市域文化通克》编慕部

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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