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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与山东区域文化(代总序)

王志民

《山东lK域文化遗宽} (18 卷，以下篱称《通览})是在山东省政协领导

下，省、市政协合作，组织全省 300 余名学者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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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山东文化面役的大展

现，也是天才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推动。为弘扬齐鲁佳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

先进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爱国爱乡靖抨;也为国

内外更好地了解山东，挂动山东改革开鼓作出了新贡献。

一、二元一体与文化传承

ÙI 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黄河下潜，北望京津， ïfj 拥江淮，西候中厚，东

或大海，历来为中华形胜之地。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烛搓，圣贤辈出，泰山在

这里耀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源远琉长的文化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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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东"之名，古已有之。《战国策·秦策} J;!p 有"当秦之

隆…… ÙI东之国从风而服"之语，在这呈所指为 u看出、华山以东地区 O 汉代

也有将大行山以东地在统称"ÙI 东"的记载①。以"白东"之名，称当今之域，

则始于金1-\0 金沿宋耕将京东东路〈大体相当于今出东东部)、京东西路〈大

体相当于今由东西部)改为中东东路、山东西路。费书，设 ÙI 东行中书省，自

j毡，山东乃为一省之统一政旺，清袭明髓，相沿至今。

山东由古又称"齐鲁之邦"齐鲁文位经茄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c

① 《史记 L 晋世家>>:"晋兵先下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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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和夏商时期，这里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历史上有"九夷"之说，而由

东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夏商时期，山东境由的方国至少有 150

余个①，南方国多以民族为纽带，成为众多不同~族方国的聚居区域。公元

前 11 世纪，周封齐、鲁于当今山东之境，此后直至秦统一的 800 年间，由东经

历了重要的文先演变与定型时黯。从疆域变迁讲，周封齐、鲁，开启了从小

嚣林立到以齐、鲁南大诸使匮为主体的疆域演变进程;从文化发展讲，时进

入了由东夷文先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的新防段。这一进程贯串于

西肃、春秋、战国三个不同历史时茹。

属初分封时，齐、鲁仅为"方百里"的诸侯国之一。而终百周之世，多匮

并存，诸侯林立局面并无大的改变。据《左传》等史籍记载，直到西属末，山

东地区的古国告有 55 罩之多。春秋时期，题室衰微，诸侯坐大，齐、鲁疆域

迅速扩大，诸侯小国相继被吞灭。齐墨经齐桓称霸、灵公灭莱、景公复霸，到

春秋后期，疆域已囊插w至聊域、东到半岛、南逾泰菜、北至潜海的广大地

\K;鲁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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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淮水、西至错地(今安徽酒县)一带，(诗经》中"泰山岩岩，鲁邦所藉。奄

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民"②，正是对此的重要记载。后世以

"齐鲁之邦"茹称的山东，在疆域革围上，春秋时已基本成形。战匿时期，鲁

雪公室衰徽"状如小侯"国土目的，缩至曲阜南边一带，公元前 256 年为楚

所灭。齐吕则经历政权更迭，由民代齐，争强图霸，南侵鲁境、西夺卫魏、北

翠燕地，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几近出东全境。齐鲁主体，迄未大变。

在春秋时代，当今w东境内的大国捺齐、鲁之外，还有菜、吉、曹及案等。

莱茵，故地在今津坊东部及出东半每一带，春秋末为齐所灭。苔 00 ，故地在

今出东苔县附近，疆域一度西达 i汗水、东至大海、北鬓安丘、南至苏北一苦，

春秋末为楚国所灭。曹医，故地在今芽泽一带，疆域最大时，地括当今芽泽、

定费、曹县及属边地罩，春秋末其主为宋国新灭。来圈，为春秩时中原大国，今

出东西南部荷泽、金乡、东平一带曾为其东疆，战国时已为齐、楚分握。诸国

的兴灭兼并，为多元文化的融汇发展，乃至齐鲁文化主体地位的影成都作出

① 参见王献唐《炎黄民族文化考).齐鲁书社 1985 年版;王献唐《山东古国考上齐鲁书

社 1983 年版;逢振镇《山东古国与姓氏)，出东人民出版社 2(脱年版。

等 《诗经·鲁颂·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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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贡献。

自西周至战国的 800 年院，在从弗雷林立的东夷 i日地到以齐、鲁为主体

疆域的发展过程中，出东文化的主体一一齐鲁文化也随之形成、发展和确

立。这不仅E为两国占据着当今山东省的绝大 Z域，从边域上奠定了世称

"齐鲁"的基础，而且一为霸主之国，一为礼乐之邦，伟人先哲多出齐鲁，诸子

百家悉茎其阵地，放射出灿烂的文化之先，并最终成为山东区域文化的核心和

主子。山东世称"齐鲁"不仅是地域空前的契合，也是文化精神主导与传承

的结晶。

文化的二元结构与特色 w东既称"齐鲁"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分析，它

实为齐与鲁南支各具特色的文化相互融合商戒。其二元一体结构特点的形

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湖潺上讲，齐、鲁南地在《禹贡》九分i 之

中分居青、充二州的腹地c 史常至夏商时是，虽!哥居东夷之地，但大致属商

大支系:齐地为岛夷，鲁地为淮夷①。

山东文化的二元一体结构，应正式?在成于齐、鲁南 E 时期。二元特点随

离菌文化的形成发展商突里，一体生的进程则随两匮文化的交流融合商深

化。分析有属一代齐、鲁窝自文化的二元差异，大致可概捂为以下十个方

面。一曰族源不司:齐起炎帝，鲁起黄帝。二臼地理环境不同:齐地滨海，多

鱼盐之科;鲁处内陆，直桑麻五谷。三曰治国理念不再:齐尚霸道，鲁尚王

道。由自经济类型不 i奇:齐重工商贸易，各业并举;鲁重农业，比较单一。五

曰哲学患惹不同:齐重道学市高多元，因俗简礼商有黄老之学、 F耳阳五行家

的产生:鲁尊用扎，尊尊亲亲，终成需家学浓的摇篮。六吕学术风气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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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思想观念不同:齐人肖功利，重才智;鲁人重礼义，常道

德。八臼社会风住不同:齐俗尚奢侈，阔达放任;鲁各重俭约，淳朴构瑾c 九

曰宗教信停不同:齐重自然崇拜，信海神商多方士;鲁重祖先崇拜，疑鬼神而

重表事。十日故都文化不民:齐都不断扩建，尽显霸业，为工商之城;鲁都依

礼规髦，变更较少，为礼乐之都。

② 山东境内的夷人分布，支系复杂，学界众说给纭。郭沫若提出殷代的东夷.. J1合山

东之岛夷与淮夷雨言"(参见郭沫若《卡辞通篡)，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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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医时代的特

殊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一个二无特色既进一步呈现，又从二元逐渐走向一体

的融合演变过程。从总体上乱，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大嚣称霸，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梧对独立性，促使齐文化与鲁文化形成发展为各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而对局多变，霸业消长，疆域变迁，互为近邻，交往频繁，又促进 j 1f、

鲁文化阔的融合。

根据有关文献统计，这个时期，齐、鲁两国之间的交往之密访运进于其

他诸侯固，会盟、战争、婚姻、爱地等诸多渠道的交琉，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上

二元一体化的进程。市春秋末期，孔子在周潜列罩之前 16 年，即国内乱居

齐 3 年，对齐文化做过较全面的考察、研究与吸枝，使齐、鲁文化的交流散合

产生了质变与飞跃。他将齐文化中保留传承的东夷土著文化中的"仁"的夷

络吸收、改造、提升①，与鲁国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相结合，融会、提燥、越

新，结晶为更高层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想，商这正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

心思想、。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挥求孔子伟大思想的形成，可议说，无齐、鲁

文化之融合，难以成就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部正是因为有了孔子及其思想

的产生，也使齐、鲁文化的二元一体化发展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战 E之世，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两大途径:一是齐强鲁弱之局进一

步发展，齐国 E 强，鲁 008 衰，齐称王称帝，对鲁攻城夺色，疆域大规模向鲁

望境内延伸扩展，至战国中后菇，鲁之大部国土已为齐有。这种疆域的兼并

统一，大大如快了齐、鲁南E在文化上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二是诸子的百

家争鸣超越国界、国籍和蜀力，使文化成为时代空前的软实力。产生于鲁堆

的需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借助齐国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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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子等儒

家大姆也先后长若齐E模下，其思想的产生、培育、成熟实与之有密切关联。

正是齐、鲁两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看叙二律悖反的互动，使齐、鲁思想文化的

西筑进一步由二元并立自二无一体发展。

① 东夷"仁"可参l'J，下记载，{说文}:"夷俗仁c" <汉书·地理志}:"然东夷天性柔颊，

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后汉书·东夷列传} : 

"(东夷〉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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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 {苟子》中首次出现以两国共自具有"孝"风气来并称"齐

鲁"①，足见齐鲁扎义之邦在文化上的一体E袋已初露端倪。当然，从内涵上

看，一体生中的二元特枉句:日鲜明，齐地黄老、方士之学盛行，哥鲁地礼乐文

化饵盛"弦歌之音不衰"齐、鲁南地各吉保留着较为鲜明的个娃。

秦代，齐、鲁之地皆设都县"车间轨，书同文"的大一统体制，进一步促

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秦亡汉兴，齐、鲁文化逐渐呈现出以经学为主要林

志的一体化文化特征。经学大婷和五经博士多为齐、鲁之人或其弟子后学，

百且大抨之中齐人多于鲁人，足克在一统局面下，齐、鲁文化已显现出"需

化"一体的西貌。然雨，经学中又分齐学与鲁学商个差异明显的不同学术传

承系统。这种自二元到一体，在一体之中又始终保持二元特征的文化发展

西貌，对秦汉以后齐鲁之地的文化发展影响极大。

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 从秦汉统一到明清时期，中东历史上经历了纷纭

复杂的变迁。魏晋以降，政治中心或西移关中，或南迂江渍， W 东域内战乱

频切，朝代迭易"疆域之守，使此无常"文化地位逐渐式散。追至明清， W

东设省，政区相对稳定，文化复盛，人才辈出，由左文坛，享誉海内，呈现出文

住复兴的景象。

就山东的历史变迁与齐鲁文化传统的关系考察，数千年间，无论时代风

云如何复杂多变，齐鲁文先为其精魂始终传承不变，这是山东文化传统之内

核，也是后代传承不息的文化之报。自秦汉以迄明清， W东之地始终有一个

聚商不散、传药不衰的称渭一一齐鲁，典籍历见，代代传称，千年不衰。究其

原菌，士生域所在为齐鲁 IEJ 邦是其表，文化精神传承为其里。这反映出历代国

人琦这个礼义之邦能真传统的尊崇、向往与杯恋 O 汉武帝有"生子当置之齐

鲁礼义之乡"②的文化向往;需代人称"齐鲁富经学"③;{北史·需辛辛到传》记

载"齐鲁赵魏，学者尤多， j呈交追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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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反映出复杂多变的历史

长河中，齐鲁文化传统在出东之地传承不患的生命力和对历代中 E人棱深

蒂臣的文化影喘 O 宋代山东著名女词人李清黑客居江南写的诗何"禁家父

① 《苟子·性恶}:"天非私齐鲁之民币外秦人也……(秦〉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

② 《史记·三玉世家》。

③ 《陪书·文学列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