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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与山东区域文化(代总序)

志民

《山东区域文化通览~ (1 8 卷，以下简称《通览~)是在山东省政协领导

下，省、市政协合作，组织全省 300 余名学者共问完成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

此书的编寨和出版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大整理，是对山东文化面貌的大展

现，也是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推动。为弘扬齐鲁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

先进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也为国

内外更好地了解山东，推动山东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二元…体与文化传承

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黄河下游，北望京津，南拥江淮，西依中原，东

观大海，历来为中华形胜之地。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圣贤辈出，泰山在

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丰富

深厚的文化积淀，奠定了山东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齐鲁与山东 "山东"之名，古巳有之。《战因策·秦策〉即有"当秦之

隆……山东之因从风而服"之语，在这里所指为 d看山、华山以东地区。汉代

也有将大行山以东地区统称"山东"的记载①ο 以"山东"之名，称当今之域，

则始于金代。金沿宋制将京东东路(大体相当于今山东东部)、京东西路(大

体相当于今山东西部)改为山东东路、山东百路。明初，设山东行中书省，自

此，山东乃为一省之统一政区，清袭明制，相沿至今。

山东自古又称"齐鲁之邦"齐鲁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① 《史i巳·背世家}:"晋兵先下山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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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在夏商时期，这里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历史上有"九夷"之说，而出

东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夏商时期，由东境内的方国至少有 150

余子①，西方富多以民族为纽苦，成为众多不同民族方国的聚居区域。公元

前 11 世纪，建封齐、鲁于当今出东之境，此后直至秦统一的 800 年间，由东经

历了重要的文化演变与定型时期 O 从疆域变迁讲，建封齐、鲁，开启了从小

国林立到以齐、鲁南大诸侯因为主体的疆域演变进程;从文化发展谤，则进

入了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前新阶段。这一进程贯串子

西肩、春秋、战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O

周初分封时，齐、鲁仅为"方百里"的诸侯 E之一。高终西周之世，多国

并存，诸侯林立局面并无大的攻变。据《左传》等史籍记载，直到西焉末，由

东地区的古国传有 55 国之多。春秋时期，用室衰徽，诸最坐大，齐、鲁疆域

迅速扩大，诸侯小国相继被吞灭。齐国经齐桓称霸、灵公灭菜、景公复霸，到

春软后期，疆域己囊括西至罪?城、东到半岛、南逾泰莱、北至渤海的产大地

区:鲁 E在国力强盛的售公时期，疆域和势力所及曾东到大海、北至泰山、南

达进水、西至徐地(今安散泪县)一带，{诗经》中"泰山岩岩，鲁邦月号藉 O 奄

有龟蒙，遂荒大卫生。至于海邦，淮夷来蜀"②，正是对此的重要记载 O 活世以

"齐鲁之邦"指称的由东，在疆域莲围上，春秋时已基本成影。战国时期，鲁

E公室衰傲"状如小侯"国土日割，结至曲阜题边一带，公元前 256 年为楚

所灭。齐国黯经历政权更迭，回民代齐，争强医霸，南侵鲁境、西夺互魏、北

取燕地，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凡近 w东全境。齐鲁主体，迄未大变 O

在春秋对代，当今山东境内的大医除齐、鲁之外，还有菜、吉、曹及宋等。

莱嚣，故地在今津坊东部及由东半岛一带，春秋末为齐新灭。苔国，故土生在

今山东苔县甜逗，疆域一更茜达开水、东至大海、北到安丘、南至苏北一苦，

春秩末为楚国所灭。曹昌，故地在今昔泽一带，疆域最大时，地摇当今荷泽、

定湾、曹县及周边地区，春秋末提为宋 00 所灭。宋 00 ，为春秋时中原大国，今

山东西南督劳泽、金乡、东平一带曾为其东疆，战国时已为齐、楚分据。诸嚣

的兴灭兼并，为多元文化的融汇发展，乃至齐鲁文化主体地住的影成都作出

① 参见王献房《炎黄民族文化考> ，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 ，齐鲁书

社 1983 年版;逢振镜《山东古国与姓氏> ，山东人民出版社 2∞6 年版。

② 《诗经·鲁颂·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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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贡献。

自西焉至战国的 800 年窍，在从邦国荐立前东夷 18 地到以齐、鲁为主体

疆域的发展过程中，山东文住的主体一一齐鲁文生也随之形成、发展和确

立。这不仅司为两医占捂着当今山东省的绝大区域，从地域上奠定了世称

"齐鲁"的基础，苟且一为霸主之臣，一为礼乐之邦，伟人先哲多出齐鲁，诸子

百家悉芸黯地，鼓射出站烂的文化之元，并最终成为山东区域文化的核心和

主干。山东世称"齐鲁"不仅是地域空间的契合，也是文化着神主导与传承

的结晶 O

文化的二元结构与特色 山东既称"齐鲁"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分析，它

实为齐与鲁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祖互敬合百成。其二元一体结莉特点的形

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旗源上讲，齐、鲁离地在《禹贡》九州之

中分居青、竞二判的撞地。史前至夏药时期，虽同居东夷之地，但大致晨两

大支系:齐地为岛夷，鲁生在为浩夷①。

山东文化的二无一体结莉，应正式形成于齐、鲁两国时期 O 二元特点槌

两 E文化的形成发展而突显，一体化的进程黯道南国文化的交流融合而深

化。分析有南一代齐、鲁葫嚣文f色的二元差异，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

ïfIÏ o 一臼族漂不司:齐起炎帝，鲁起黄帝。二臼地理环境不窍:齐地滨海，多

鱼盐之利;鲁处窍陆，宜桑麻五谷。三曰治国理念不需:齐肖霸道，鲁尚王

道。!mE3经济类型不同:齐重工高贸易，各业并举;鲁重农业，比较单 c 五

日哲学思想不窍:齐重道学百尚多元，因 f谷简扎而有黄老之学、民阳五行家

的产生:鲁尊周礼，尊尊亲亲，终成儒家学氓的摇篮。六臼学术风气不同:齐

学重兼容，百家并存，通权达变，趋时求合;鲁学尚一绽，笃信师说，严守古

义，尊崇传统。七日患想现念不需:齐人自功科，重才智;鲁人重礼义，常道

德。八日社会风俗不同:齐俗禹奢千多，揭达鼓任;鲁各重佳约，淳朴拘谨。九

曰宗教信仰不胃:齐重自然崇拜，信海神雨多方士;鲁重祖先崇拜，疑鬼神雨

重在事。十臼故都文化不同:齐都不断扩建，尽显霸业，为工商之城;鲁都放

礼规组，变更较少，为礼乐之都 O

① 山东境内的夷人分布，支系复杂，学界众说纷纭。郭沫若提出殷代的东夷"乃合山

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气参见郭沫若《卡辞通篡)，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0 今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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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到一体的演变 齐、鲁文化鲜明的二元特点，在春秩战自时代的特

殊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一千二元特色既进一步显现，又从二元连海走向一体

的融合演变过程。 }À总体上说，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大吕称霸，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梧封结立性，促使齐文化与鲁文化形或发展为各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雨时局多变，霸业浩长，疆域变迁，互为近邻，交往频繁，又促进了齐、

鲁文化陆的融合。

根据有关文献统计，这个时期，芬、鲁南 E之间的交往之密切远胜于其

他诸侯 00 ，会盟、战争、婚姐、是地等诸多渠道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上

二元一体住的进程。而春秋末期，孔子在 j司游列国之前 16 年，即盟内乱居

齐 3 年，对齐文化教过较全军鸪考察、荷究与吸收，使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

产生了质变与飞跃。他将齐文免中保留传承的东夷土著文化中的"仁"的夷

%吸收、改造、提升①，与鲁国越度化、俭理化的"礼"相结合，融会、提炼、创

新，结晶为更高是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楚，而这正是也 ~U 立的儒家学说的核

心思想c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求孔子伟大患慧的形成，可以说，无齐、鲁

文化之融合，璀以成就孔子患怒之曹大精深，百正是医为有了孔子及其思想

的产生，也使齐、鲁文化的二元一体免发是迈出实贯性的一步。

战国之世，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有南大途径:一是齐强鲁弱之局进一

步发展，齐国自强，鲁 0013 衰，齐样王称帝，对鲁攻城夺邑，疆域大规模肉鲁

国境内廷?中扩展，至战国中后攘，鲁之大部国土己为齐有。这种疆域的兼并

统一，大大加快了齐、鲁两国在文化上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 O 二是诸子的百

家争鸣超越E界、医籍和自力，使文化或为时代空前的软实力 G 产生于鲁地

的儒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借助齐 E模下学宫容纳百家的文化平台

和齐、鲁的土地兼并与文化交融，在齐地得到迅速传播，以至孟子、苍子等需

家大师也先后长居齐雷餐下，其忠想的产生、培育、或熟实与之有密切关联。

正是齐、鲁南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看但二萍悖反的互动，使齐、鲁思想文生的

吉提进一步由二元并立向二元一体发展。

@ 东夷"仁"可参以下记载，{说文~:"夷俗仁。"{汉书·地理志~:"然东夷天性柔}I顷，

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仔，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汉书·东夷歹自传~ : 

"(东夷)天性柔颊，易以道街，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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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 (苟子》中首次出现以南昌共同具有"孝"风气来并称"齐

鲁"①，足见齐鲁礼义之邦在文化上的一体哥拉己初露端使。当然，从内涵上

看，一体化中的二元特才正好 IEI 鲜明，齐地黄老、方士之学盛仔，百鲁地扎乐文

化仍盛"在歌之音不衰"齐、鲁勇地各自保窜着较为鲜明的个性。

秦代，齐、鲁之地皆设郡县"车同轨，书 i司文"的大一统体制，进一步促

进了齐、鲁文住的融合。秦亡汉兴，齐、鲁文化逐渐呈现出以经学为主要林

志的一体化文亿特枉。经学大部和五经博士多为齐、鲁之人或其弟子后学，

而且大野之中齐人多于鲁人，是旦在一统局面下，齐、鲁文化己显现出"需

化"一体的百筑。然而，经学中又分齐学与鲁学爵个差异晓显的不同学术传

承系统。这种由二元到一钵，在一体之中又始终保持二元特佳的文化发展

菌妓，对秦汉以后齐鲁之地的文化发展影哨极大。

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 从秦汉统一到明清时期，山东历史上经历了纷纭

复杂的变迁。提晋以萍，政治中心或西移关中，或南迁江击，山东域内战乱

频切，朝代迭易"疆域之守，被此无常"文化地位逐港式敛。追至明清，由

东设雀，政区相对稳定，文化复盛，人才辈出，出左文坛，享誉海内，呈现出文

化复兴的景象。

就山东的历史变迁与齐鲁文化传统的关系考察，数千年窍，无论时代风

云如何复杂多变，齐鲁文化为其精魂始终传承不变，这是由东文化传统之内

核，也是后代传承不息的文化之援。由秦汉以迄明清，由东之地始终有一个

聚百不散、传雨不衰的称谓一一齐鲁，典籍历丑，代的传称，千年不衰。究其

军盟，地域月号在为齐鲁 i司邦是其衰，文化精神传承为其里。这反映出历代昌

人对这个礼义之邦先良传统的尊崇、自往与帮恋。汉武帝有"生子当置之齐

害礼义之乡"②的文化向往;隋代人称"齐鲁富经学"忿;(北史·需林列传》记

载"齐鲁赵魏，学者尤多，失笑追坷，不远千里，讲语之声，道路不绝"宋代学

者苏辙"吾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所有这些，都反块出复杂多变的历史

长河中，齐鲁文化传统在山东之地传承不惠的生命力和对历代中吕人摄深

蒂盟的文化影响 O 宋代山东著名女司人李清黑客居江南写的诗句"主专家父

① 《苟子·性恶};"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秦)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

② 《史i己·三王世家》。

③ 《隋书·文学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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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生齐鲁，住下名高人比数。当年餐下纵谈时，我记人挥汗成雨"①，正传达

自历代山东人心中经久不衰的 JJj史记忆 c

如果再就出东文先与齐鲁文化两攘念的关系做历史考察，二者既有联

系又有区到 c 所谓 "ill 东文化"是一个区域清晤前空间文先概念，大致说，

是从金元时代以来才有萌拉的一个区域文化范畴。所谓"齐鲁文住"则是

一子区域荠摄模糊司文化内涵清端的模念，即指以先秦齐、鲁两国文化所奠

定的文化特贵、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的窍核，经两千余年而传承不皂的历史

文化精神。二者之间，在有区域范围的重合性，又有文化精神的传承与连

结。山东文化对齐鲁文化来讲，就其空间再更明靳;齐鲁文化对山东文位而

言，捂其文化传统商愈突显。历史上，论及文化常言齐鲁而少 ill 东，此即文

化重在传统精神南非 IR 域广块之谓也!

二、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埠

将齐鲁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地位贡献，可以西汉

末年为雾。此前，尤其是在被当代众多学者称为中 E 文化u 轴心时代"的春

秋战国时期②，齐鲁是中华文晓的"重心"所在。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

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亿只有一千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

齐鲁。"③在此后两千余年，齐鲁则是中吉文化的"圣地"是中国人的梧神家

国 O 由"重心"到"圣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 齐鲁形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之地，与

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漂地之一有蜜切的关系。在这里彭成了

自成系统前史前文明发展pf 列，距今 5000 年左右前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和、

龙山文亿是中国最旱踏入文明 fl 槛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里发现了中自最

旱的文字一一-大汶口跨文，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城址和梧美绝佳的龙 ill

①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上见徐培均《李清照集笼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1反。

②参见许{卓云《中国文化与营界文化·论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背景上广西师范大

学出强社2∞6 年版。又参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轴心时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77 页。

@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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