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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莱州市委书记李明

莱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战国时置夜邑 西汉高祖四年(前

203 )置掖县，北魏设光州，隋开皇三年( 583 )改光州为莱州，是为今

日市名之由来。千百年来，在这片灵山秀水之间，一代代优秀的莱州儿女，

以自己的勤劳、 勇敢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曲灿烂辉煌的文明乐章，创造

了源远流长的东莱文化。 自先秦至清，这里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 、 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郡之首、府所在， 是胶东半岛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享有"齐鲁之甲胜，天下之名疆"的美誉。 从西晋左

仆射刘毅 、 明朝首辅大臣毛纪，到清末外务部尚书、中国红十字会创始

人吕海寰;从西汉训话学家费直 、 东汉造纸专家左伯，到现代著名的物

理学家卢鹤纹……莱州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琛。 历史文化的长期熏陶，

铸就了莱州厚德诚信、开放包容 、 创新争先的精神文化，孕育了独具特

色的城市个性和发展根基。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有助于我们提高文化素养、提升人生境界，从而

正确研判形势、成功把握未来。 今天的莱州，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叠加之天时，居"山左名郡，

北临沧海，钟灵毓秀"之地利，享勤劳智慧、奋发有为干部群众之人和，

顺承实现"中国梦"之伟大实践，正在加快建设市强民富、宜居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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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州 。 热爱莱州，发展莱州，首先要了解莱州 。 认真回顾悠久的莱夷

历史，深入挖掘深厚的东莱文化，发扬光大璀琛的莱州文明，既是再振

莱州雄风的现实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学贯古今史明志，

纵横搏|面学修为。 "我们相信，一个人文的莱州，必将是一座跨越发展

的崭新城市、 一个和谐美丽的幸福家园!

《莱州文史要览 》 在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院长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主任领衔的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终于正式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本书体现了准确权威、图文

并茂的特色，既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又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全书从境域

变迁、莱史搬英、山川风物、文物古迹、教育艺术、对外交流、人物传

略 、 咏莱诗文八个方面展现了莱州独特的历史文化。 其权威性的史料解

读，向人们展示了让每一个莱州人都引以为荣的真实历史;其图文雅韵，

又让读者在畅游历史中享受了回味无穷的人文之美。 一书在手，遍阅莱

州要闻大观。

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的朋友，更好地了解莱州的过去，热爱莱州

的今天，关注莱州的未来，携手共建我们美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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