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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J东历史悠久，山河壮美，物产丰富，文化灿烂，人民勤劳朴

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O 早在四十多万年前"沂源猿

人"就繁衍生息在鲁中山区腹地 O 新石器时代，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境内夷族先民创造了比殷商甲骨文吏古老

的文字一-陶文和骨刻文 O 两周时期， 鲁同为礼乐文明的重心，伟

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这里诞生，并创建了儒家学派;齐国建

立了"破下学宫"有力地促进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O 两汉

时期，儒学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岁月中，始终是

凝聚民族精神和支撑国家统一的重要文化元素 O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山东的一笔宝贵财富 O 如何保护好、传承好

历史文化，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为全面客观地再现山

东五千年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变迁，进一步拓展地方史志工作，繁荣

我省优秀文化， 2005年 12月，我省启动实施了《山东省历史地图

集 》 编篡工作 。 八年多来，在省内外众多部门、院校及数十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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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下， 一部跨世五千年，包括八个分册、

地图上千幅、资料二百多万字的重大历史地理学项 目宣告完成 O

《 山东省历史地图集》信息量丰厚，资料考证客观扎实，全面再现

了山东地区五千年的沧桑变化，填补了省内学术领域和出版领域的

空白 O

《 山东省历史地图集》是地方史志部门和各界专家学者集体智慧

的结晶，凝聚了各方面的辛勤汗水，对保护我省自然和文化遗产资

源， 宣传和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衷心希望全省史志部门发扬传统、扎实工作、再接再厉取得更

多、 更优秀的成果，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叫省长王险生
2014年2月



《 山东省历史地图集~ (远古至清) (以下简称 《 图集 ~ )是在山东省委 、 省政

府领导下，由省内外数十名专家、 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重大学术项目，是一部全面展

示现山东省行政区域内五千年自然与人文地理变迁的大型历史地理学著作 。 ~图集》

分为 《政区 )) ~ 自然 ~ ~经济 )) ~ 文化 ~ ~ 社会 ~ ~军事~ ~ 村镇~ ~ 古地图 》 八个

分册，各分册由若干图组领属数量不等的图幅，后附参照资料。 全书地图上千 l隔(包

括古地图) ， 资料二百多万字、照片数百张 。 为便于读者把握 《 图集》 全貌，现将各

分册内容及特点提要如下 。

一 、 《政区》分册

《政区 》 分册设图四十多幅，分为五个图组，并附设民国时期地图两幅， 重点凸

显了历代山东政区地理沿革特点 。

在国家诞生之前，聚族而居的氏族部落(方国)有名无界，徙聚无常，族名是它

们区别身份的符号及后世封国或政区的"胚胎" 。

西周之前，尚不存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行政区划 王室以氏族血缘为纽带，

通过"封邦建国"和"采邑"制度，将土地和人民逐级分封给宗族集团 。 夏末实力

强大的诸侯商汤代夏而立 ，商朝多次定都山东境内 。 西周时期，山东地区"邦国林

立 齐 、鲁为两大诸侯国 。 春秋中后期， 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在边远地带设置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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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由君主直接统治，由此萌生了政区制度 。 战因为郡县制和采邑制并行时期，当时

齐国"有县三百" 。

秦统一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山东地区置有八郡 。 楚汉纷争及西汉初定之际，曾

一度实行分封制， 并导致"七国之乱" 。 经过文、 景 、武三:代削藩，武帝末年正式确

立了郡、县两级制 。 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年)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什|

部) ，至东汉灵帝中平五年( 1 88年) ，侧重监察功能的"州"演变为具备行政功能

的地方最高一级政区 。 山东地区分属青、充二州及徐、豫、冀等州各一部 。 秦、以时

期奠定的政区格局延续至两晋，郡县制度确立并步入稳定时期 。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先后被十多个胡汉政权所统治 。 一百多年间，

杜会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状态，州郡的置、废、改、并完全由战争局面和人民迁徙

所决定，建置之滥达到了元以复加的程度 。 后期北齐 、 北周政权采取宁省并举措，山

东地区由刘宋、 北魏时期的四十多郡省并为二十多郡。 这一时期，州 、郡制度 由稳定

进入杂滥。

针对南北朝时期州 、那设置杂滥的状况 ， 隋开皇 年( 583年罢天下郡"

实行以州 (郡)领县制度 。 唐初"分天下为十道 地方行政建制进入"道( 路)时

代" ILI 东地区大部属河南迢，部分属河北道 。 开元年间，创设了地方建制"府"

(略高于州、 1 ) ，对后世影响较大 。 中唐以后，废采访使置节度使，此后节度使领有

数州 或十数州军、政、财、监大权，其辖区称为"镇 地方行政建制演变成镇

(军)、 州(府 )、县三.级制，山东地区大部属于"淄青镇 " 。 后因节度使位尊权

重 ， 在全国范围内酿成了割据泪战的局面，这一局势一直延续至五代 。 隋唐五代时

期，道(路)、府(军、节度使)制度出现并确立 。

宋初吸取唐代教训11 ，尽罢节度使州事，并创设了"路"的权力分置制度，将各

路事务分为军、政、财、储四种监司，分别置官，各司其职 ， 相互制衡，而山东地区

分属京东东路和京东西路。 金改宋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为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 山

东 " 一词正式成为政区名称 。 元代开创了行省时代，地方行政建制实行省、 路(府 、

川、 1 ) 、县三级制 。 山东地区隶属于 "中书省 " 置有监察职能的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

司和行政职能的山东东西道宣慰司 O 道、路制度演变为行省制度并最终确立，直至

当代 。

明清两代山东省"为山东地区的最高行政区名称。 清光绪年间所设的十府 、

个直隶州，基本奠定了山东现行政区的格局 。

这一分册参考了四百多种历史地理文献和最新论著 ， 在传统图集蓝本的基础上实

现了较大突破 O 部分朝代增加或补绘了图幅，部分图幅补充了大量信息 ， 多数图幅按

山东地区政区格局特点确定了标准年代，凸显了地域特色，增强了学术性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自然》分册

《 自然 》 分册设图九十五幅，分为十一个图组 O 黄河泛滥及人类干预是山东历史

地貌环境变迁的两大因素 ，也是这一分册的重点与特色。

地球第四纪中更新世早中期 ，山东地区发生了两起对后世地理环境影响巨大的事

件:一是黄河冲出太行山进入中原地区;二是泰沂山区腹地出现了人类 。 此后几十万

年 ， 黄河漫流淤积形成的下游冲积扇河网密布，虞夏时代被称为"九河" 。 大禹治水

奔走于" 四读(江、淮、河、济)间 ，中心区域为鲁西南地区 o 禹疏九河"

是指鲁北地区的徒骇、马颊、高津、漂水等河流O 此后数千年间， 黄河、九河泛滥改

道，携带的巨量泥沙入境人海，导致地表环境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夏商西周时期， 山东地区的重要水道济水发源于豫西山地，流经鲁西南及泰沂

山地西、北部边缘 ，向东北注入渤海，沿流域分布着荷泽、雷泽、孟诸泽、大野泽

(巨野泽)、阿泽、鹊山湖、巨淀湖等大小湖泊 O 两岸是夷、夏族群居住交往的主要

区域 。 定居农业发展之后，对河湖地带的围垦开发，导致洪水自然流向阻滞 ， 影响航

运，诱发灾害，故河道疏泼成为历代官府的重要政务 ， 客观上也引起了地貌的改变。

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主河道改行山东后，受'洪水泛滥和泥沙淤积影响，

济水沿岸的湖泊有的被推移再造而只剩下残留水面，有的则被淤为平地 。 汉武帝元光

三年(前 132年 ) 以后 ， 黄河在鲁西南、豫北地区泛滥，使洪水注入东部的巨野泽 ，

导致湖底抬升，水域向东北移动， 数百年间原湖区被淤为广阔的平地， 至北宋初年在

梁山周围形成了"港汉数千条，周围八百里"的梁山泊 O 金大定五年( 1165年) , 

黄河改经济水东流向南岸溢决 ， 梁山泊与济水中段又渐被淤平 O 明永乐九年( 1411 

年) ，朝廷正在泼运河会通河淤塞河段时，为引汶水至南旺分水济运，沿运一带形成了

"北五湖( 马踏、蜀山、 马场、南旺、安山) 。 清咸丰五年( 1855年) 黄河再次改

行山东后，南旺枢纽工程被淤废北五湖"仅剩下了承接大汶河来水的"安山湖"

(今称 "东平湖" ) 。

在洒水流域，汉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年)黄河专瓜子决口后 ，洪水穿巨野泽南流

夺古泪水注淮入海，致洒水水道及其西岸平原地带淤高，邹、滕等地山水在泪水东岸

与鲁中丘陵交接地带满积，形成狭长的水泽湿地 O 元、 明两代开挖济州至南阳段运

河，为蓄水济运，在运河微山段形成了"南四湖" (南阳、独山、昭阳、微山) 0 至

清代 ， 受运河闸坝节制的影响南四湖"水域连成了一片，合称作"微山湖" 。

隋唐时期，由于鲁中山区来水携带泥沙长期淤积，济水源口以下河段淤塞，河道

北移经济阳、博兴、 利津人海(后称"大清河) 0 金朝初年，伪齐刘豫为解除济水

故道沿线水患，开通海运，开挖了小清河，由派口东去经乐安车马渎入海O 此后，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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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源口鹊山湖，下至广饶巨淀湖，济水流域的湖泊逐渐演变为平原或湿地。

清咸丰五年( 1855年)黄河由河南兰阳铜瓦厢溢决夺大清河入海后，现代黄河

三角洲|海岸线快速向渤海海域推进 。 一百五十多年间，黄河造陆面积达三千多平方

公里，海岸线最深处已向大海推进了五十多公里 。 利津、沾化以下，全为黄河新造

陆地 。

这一册的编绘是开创性的，集省内自然科学界骨干学者多年的知识与成果积累，

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 。

三 、 《经济》分册

《经济》分册设图一百零三幅，分为十三个图组，彰显了山东地区经济区位特点

及地理特色。

在遥远的古代，物资及人员的远距离输送主要依靠水运 。 山东东面大海环绕，港

湾众多;中部峰峦起伏，山高林深;西、北部平原沃野，河湖水道襟连，具有林木矿

产之饶、农牧鱼盐之利和水路交通之便，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先秦两汉时期，贯通山东东西的骨干水道济水经兰考入境后，又向东北贯荷泽、

穿大野泽，又东北经平阴、历城、博兴、广饶人海，沿途连通河、荷、酒、汶等水道

和渤海水域。 山东境内可沟通鲁西南的曹国都城陶丘、泰山南部的鲁国都城曲阜和渤

海之滨的齐国都城临淄，向外可经黄河西进秦晋、赵魏，经泪水南下吴越、楚宋，经

渤海海峡，直达我国的辽东和日本与韩国 。

春秋战国时期，曹国都城陶丘地近中原，是东方诸国向周王室输送贡品的必经

之地，诸侯四通，商货云集，有"天下之中"的声誉。 春秋末年陶朱公"范蠢在

此易名经商，十多年间"三致千金" ( { 史记 · 货殖列传~ ) 0 鲁都曲阜为商奄旧

地，农桑经济发达。 鲁国传承了周室文化传统，为东方诸侯所仰慕。 西周春秋时期，

周边小国接踵"来朝人脉四通 。 孔子弟子、著名"儒商"子贡，往返于曹、鲁

间家累千金" 。 齐国"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布吊、鱼、盐有

"冠带衣履天下"之美誉 O 战国时期，齐都临淄为东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居民数

十万，呈现"军载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抉成幕，挥汗成雨" ( << 战国策 · 齐策

一~ )之景象。 汉唐之际，齐地为通往中亚、日韩的陆、海丝绸之路的源头 。

隋大业四年( 608年) ，途经山东西北部的永济渠开掘后，南北大运河贯通，山

东地区形成了河、海联运的新格局，更加深了与江淮、内陆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 许

多日本遣唐使、新罗移民途经山东半岛，借济水(北清河)水道到达洛阳及京都长安

等地 。 宋金时期，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北清河流域及东部沿海一批商业市镇的兴

起，著名的有历城的派口镇、邹平的孙家镇、惠民的清河镇、利津的铁门关、胶州的



板桥镇等 。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后，出于国家统一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重视水路交通建

设。 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京杭运河山东段全部贯通后，沿运河地区商贸活跃。 明

清两代，在西部运河沿线、半岛东部沿海与鲁中南北、东西通道地区形成了一批商贸

城市和集镇。

这一册对以上内容的重点描述，填补了山东区域经济史的空白 。

四、 《文化》分册

《文化 》 分册设图五十八幅，分为十个图组，史前、先秦与两汉的丰富文化遗存

是这一分册的重点与特点。

山东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沿着后李文化(距今8500 - 7500年)一北辛文化

(距今7500 - 6200年) 一大汶口文化 (距今6200 - 4600年)一龙山文化 (距今

4600 - 4000年)一岳石文化(距今4000 - 3500年)的序列自成系统发展的，以大汶

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最具代表性。

大汶口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泰山南麓的大汶口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泰山周围地区，

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要文化类型，以特点鲜明的陶器和陶文为特征。 山东境内已发

现文化遗址五百多处 。 大汶口文化是山东史前文化的大发展时期，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阶级社会即将开始 。

龙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 ， 遗址广泛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

区，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山东境内已发现一千五百余处，多地有城址发现。

龙山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于工业也达到了时代顶峰，出土文物内涵丰富，学术价值极

高 。 尤其是黑陶其优美的造型及发达的陶艺令人叹为观止。 学术界认为，龙山文化

时期已进入阶级和国家形成的时代 。

相当于夏代与商初间的岳石文化，因平度市东岳石村遗址而得名，是与夏商文化

并存而又体系独立的东夷文化，集中分布于胶东半岛及汶 、 酒、沂、沫河流域，山东

境内已发现遗址三百多处 。 重要发现 : 一是青铜器物; 二是新型的石制工具 ; 三是自

成系统的陶器;四是 卡骨和 卡 甲 。

据古史文献记载，夏后期的商族始祖契被夏王朝封于豫东北地区后，曾迁都于滕

州市境内的"蕃第三代首领相土设"东都(博) "于泰山脚下，势力达于海边 。

公元前 16世纪，商汤灭夏定鼎后， 三次定都山东境内 。 目前，省内已发现商时期文化

遗址一千三百多处，含岳石文化晚期及商时期夷、商族系文化。 其中商系文化主要分

布于鲁西南，淄 、 拉住水流域及鲁中山地边缘地带 。 考古发现及古史记载表明，夏商时

期山东夷夏先民在文字创造 、 城市发展、金属冶炼、工具制造和礼制等诸多文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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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走在了前列，为中华文化早期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周时期，山东地区形成了齐、鲁、薛、吉及胶东等具有鲜明特点的地域文化，

境内累计发现两周遗存两千八百多处， 以鲁南地区及淄、蝶、 洒水流域最多 。 其中，

城址七十余座，含三十多座古都城 。 针对都城研究，发掘墓葬一千余座 ， 其形制及随

葬器物等显示了山东地区古国变迁与族群融合的重要线索。

西周初封之时，山东地区除与泰山相邻的齐、鲁两大国之外 ， 较有影响的还有

吉、菜、纪、炜、柿、曹、郁、任等中小诸侯国 。 春秋时期，在族属构成、本地文化

传统及周边诸侯国影响等因素作用下，形成了特点鲜明的泰山以北受炎族文化影响较

深的齐文化区 ， 泰山以南受黄族文化影响较深的鲁文化区及鲁东南受夷族文化影响较

深的宫文化区 O 战国时代，各大国的合纵连横及疆域兼并加快了族群融合的进程，山

东地区形成了夷夏一体的主体文化一一齐鲁文化。

两周时期齐鲁文化的非物质遗存最为丰富 。 主要有 :周初政治家姜尚及反映其

思想的兵书 《 六韬 ~ ; 春秋齐相管仲及反映其思想的著作 《 管子 )) ，齐相晏婴及

反映其思想的著作 《 晏子春秋 ~ ，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整理的文献经典 《 诗 》

《 书 ~ ~ 春秋 》 和反映其思想的语录体著作 《论语 ~ ， "兵学鼻祖" 孙武及其著作

《孙子兵法 ~ ，文献学家左丘明及其史学巨著 《 春秋左氏传 ~ ~ 国语 ~ ，墨家学派

创始人墨霍及其著作 《 墨子 ~ ，思孟学派代表人物子思及其著述 《 中庸 ~ ， 军事家

吴起及其著述 《吴子 ~ ，名 医扁鹊及其著作 《扁鹊内经 ~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朝及

其著述《孟子 ~ ，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膜及其著作 《孙膜兵法 ~ ，道家学派集大成者

庄周及其著作 《 庄子 ~ ， 儒家大师苟况及其著作 《 苟子 ~ ， 天文学家甘德及其著作

《天文星占 》 等等 。

两汉时期，山东地区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留存至今的物质及非物质文

化极为丰富 。 全省己发现的汉代遗存达六千余处，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超过以

往任何时代 。 其中，包括封国都城及郡县治所百余处， 墓葬一千七百余处 O 重要城址

有齐、鲁、济南(平陵)等诸侯王都城。 重要墓葬有临淄大武齐王墓、曲阜九龙山鲁

王墓群、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 临沂金银雀山汉墓等 O 重要发

现有:沂南北寨村汉画像石、 临沂金雀山汉墓吊画、竹简 《 孙子兵法 》 及 《 孙牍兵

法 》 、章丘洛庄吕王墓乐器群等。 此外，山东还是汉画像石遗存最多的地区之一 。

随着大一统体制下中华帝国的诞生，先秦儒学上升为中华主流文化。 两汉学者

及著述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 : 名儒叔孙通及其著述 《汉礼器制度 ~ ，政治家委敬

献"和亲"匈奴和徙六国贵族豪强实关中政策，经学家孔安国创古文经学派，今文

经学大家公孙弘及其所著 《公孙子 ~ ，文学家东方朔及其著述 《答客难 )) ~ 海内 十

洲记 ~ ，农学家泡胜之及其著述 《泡胜之书 ~ ， 经学大师郑玄及其注述 《 毛诗 ~ ~三



礼 )) { 六艺论 ~ ，公羊学集大成者何休及其著述 《 春秋公羊传解沽 ~ ，思想家仲长统

及其著作《昌言~ ，训i古学家刘熙及其著作 《释名 ~ ， 天文学家刘洪及其著述 《 乾象

历 ~ ， 文学家、 "建安七子"成员孔融及其著述 《孔北海集》、 刘帧及其著述 《刘公

斡集 》 、王架及其著述 《王侍中集 》 、徐斡及其著作 《 中论》等等。

这一册彰显了山东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特色。

五、 《社会》分册

《社会》 分册设图八十一幅，分为十个图组 。 山东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人口迁移

现象，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催化剂，也是这一分册内容的重点和特点 。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族在中原地区(含山东)形成后，又不断地在民族迁徙、融

合中发展壮大。

先秦时期发生在山东本土的氏族迁徙现象频繁 ， 主要有 :五帝后期的夏族由中

原迁至鲁西南 、 雄水流域;夏商时期的商族在山东境内多次迁都;本土徐、?住夷南

迁苏皖、江淮地区，赢夷西迁秦晋地区;周初商室贵族算子率众东渡朝鲜;谭、祀

等国公族由豫东迁至山东等 。 另外 ，还有境内大小国家因灭国、 内乱 、 迁都等导致

的迁徙 。

秦代沿海一带民众为躲避沉重赋税、苛法及秦末战乱，渡海北上辽东，又辗转至

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 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活动 ， 有徐福率众东渡 。 西汉前期，朝

廷实行移民实关中政策 ，迁齐 、楚两地豪强、贵族、高官移居关中， 至西汉末年移民

人口 已达一百多万人 。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遭受黄巾 、董卓之乱，山东西部地区民众

为逃避战乱纷纷南下，投奔荆州牧刘表和吴地孙策 。

西晋"永嘉之乱 " 后 ， 黄河下游饱受战祸，山东青、究、徐等州 二十多万人

南渡江东 ，加快了江南地区的开发 。 十六国时期，北方揭、民、鲜卑等族统治山东

时，为补充兵员和劳力，迁秦州 、 北平 、辽西、渔阳等地"胡人" 安置在山东地区

的究 、司、 豫、冀、青诸州，累计达百万之众 。 至隋唐时期，这些北方部族全部融

入汉族之中 。

刘宋元嘉年间，先后在青、究等州境内侨置部分州县，安置由河北地区避乱南迁

的人口 。 北魏政权实行民族融合政策，于天兴元年( 398年) ，将山东地区民众十万

余口迁置于新都平城 (今山西大同) 周围， 其中有不少艺人和工匠随迁，壮大了北魏

政权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后 ，华北地区(含山东北部)惨遭荼毒宫室焚烧，

十不存一 " 。 战后在藩镇割据混乱形势下 ， 民不聊生，难民为躲避战乱， 纷纷南逃 。

山东地区民众迁徙方向为江准、闽浙、湘赣与岭南，此势一直延续到五代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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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两代为山东地区又一次民族迁徙与大融合时期 。 靖康初年，金兵大举南侵，

宋政权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I ) ，在求生欲望驱使和政府力量推动下，形成了又一次

中原人口南迁高潮，此态势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这一阶段人口南迁达数百万 。 在

金政权统治区内，女真部移民以猛安谋克形式向南迁徙 。 贞元元年( 1153年)有约

二十万女真族人口内迁山东，以益都、东平两府为重点 。 天会、大定年间，金政权还

安置了北方契丹、案人等部族移民在东平府及滨、楝两州 。

元明时期山东地区移民主要为内迁 。 蒙古族移民多为元朝蒙古驻屯军及其后裔，

分布在青州、德州、东平及登、莱等地。 明后期，部分北方霸主辑、瓦刺部族人口因饥

饿进入中原，英宗下令将其安置在登、莱等地。 至明末，这些蒙古族后裔基本融入汉

族。 回族人口来源于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原的西域人及沿运河来华的中亚商人，主要分

布在鲁西南、鲁西北及运河沿岸城镇。 元末明初的战乱、灾荒造成人口锐减， 山东地

区成为明初大移民的主要区域，来源主要为山西、河北、 云南等地，移民人口接近山

东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 明清两代，外来移民中许多家族发展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清代山东地区移民主要为满族内迁及流民外迁 。 满族大部分来源于清政府在德

州 、青州两地的驻防营，包括眷属在内达一万余人 。 至清末，满人大部融入汉人群

体 。 清代还是山东人口外迁的一个高潮期，主要方向是东北，即民间所说的"闯关

东" 。 据推断，清代山东自发移往东北的流民约在七八百万之间 。

山东深厚的文化内涵植根于民间，深深影响着历代内迁移民的文化认同 。 与此同

时，外迁移民身上固有的儒家文化元素也传播到各地，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形成

发展的助推器。

六、 《军事》分册

《军事 》 设图八十七幅，分为五个图组。 山东山河形势和地缘政治决定其为历代

战事多发区，也形成了深厚的军事文化积淀。

春秋时期，诸侯国间的扩张兼并战事 ， 多发生在齐、鲁、富等大国周边。 战国时

期，重大战事多发在鲁西南地区。 汉唐时期，政治中心位于关中，函谷关以东中央政

府控制相对较弱，山东地区常为藩王反叛或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宋元以后 ，政治中心

东移、京杭运河开通和沿海海运兴起，山东地区关系朝延命脉，鲁西一带多受北方部

族和汉族政权战争的波及，沿海一带常遭日本浪人的侵扰。 近代西方列强浮海而来，

山东半岛成为京津门户 、沿海锁钥 ，胶东沿海一带发生的战事日益具有全局性，且呈

范围扩大和数量增多之势。

山东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频繁的战争洗礼， 孕育了许多著名军事家 ， 其指挥的经

典战例和战略战术思想常被编进中外军事教科书 。 先秦时期有:齐开国之君姜尚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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