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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t 宫

中华文明灿烂挥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齐鲁义化，作为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

本才民主脉，史以其博大的思恕内涵，强大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杰出的创造、侍承者，为人

熟知和敬仰。若说中华文化是一棵枝常叶茂、广布荫 i季的参天大树，抹叶寻根，其根是齐

鲁文化;若说中华文化是一条奔涌不息，蕴蓄力、自净力超凡的丈明之坷，追源湖流，则

其源也是齐鲁文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齐鲁式化的滋养和规引，就没有中华文化

的厚爱与雅正;不熟忠齐鲁式化的形态和特点，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文化

的基本构架及精神实质 o

"齐寄"作为罔定坷纽，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多见 o 第一个把"齐

且交破其本有的地域含义，赋予其文化内涵的J是毛苟况。((苟子.性恶》中说"天非私齐

番之氏而外泰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义者，何也?以秦人

之纵情性，安边帷，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1 "至IJ 秦汉以后"齐鲁"一切才普遍

使用，而且往往兼有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

齐鲁文化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远古时期。距今四五十万年前，被称为"沂

源猿人"的先氏就生活在齐鲁大地上，他们是后来的齐鲁土著居氏东夷族的祖先。经当代

考古研究发现，自新品器时代开始，在齐鲁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传承有序的文明进化谱单:

后李文化一北辛文化一大汶口文化一山牟龙山文化…岳后文化。而就其丈化属性、特点而

言，它们都属于"点夷义化"。应该说，在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直接源头。

公元前门世纪，周式玉封功臣姜尚于泰山以北的临淄，建立了齐罔;封弟弟周公旦

于泰山以 1勒的肉卒，建立了鲁罔。齐、鲁的分封因，为山点地区校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创造了-契机。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和建国方咯的差异，造就了齐丈化和鲁

文化的不同内撞及风格:在经济发展上，齐国采取的是农、工、商并举的策略，而鲁国实

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方针;在政治上，齐国遵循尊贤尚功，鲁国强调"尊尊而亲亲"。在西

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历史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最终，齐文化形

成一种兼具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义化传统，而鲁丈化则边渐发展成为一种重

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责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齐丈化、鲁丈化虽各具特点，但由于地域相迹，同根同源，便决定了其不可能永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分立独存 o 随着齐文化和骨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春秋时期形成了齐文化圈和鲁文化

圈 o 而齐文化圈和寄丈化围的交叉重叠，又导此齐文化和奇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且伴

随着交流的扩大和融合的深入，形成了"齐鲁文化阁"。

秦汉大一统局面形成后，齐鲁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形态逐渐消失，并

与其他地域文化一起，融合于中华氏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洪流中。但其独具特色的内涵和

精神，在汉她以及此后的历史丈化发展进程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总之，正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特杠和精神实质，规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精神

实质，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和普泛价值观念，形成了古代私合人们共同的心理

和思维定式。

齐鲁文化的形成和辉煌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如果以"古为今用"的辩证眼尤

来审视、坪判它，仍能发现蕴涵其中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学习、研究齐鲁

丈化，大而宫之，可以为山在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

想动力和精神养料;小而言之，能够提高个体公民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能

力，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和高尚品德，增进其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自觉意识和乡土

情感。

研究齐鲁式化的论著汗牛充栋，与本书类似甚至问题的教材也屡见不鲜。为了从浩

如烟海的研究齐鲁式化的各类成果中脱拥而出，我们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集思广品，穷

搜博采，避易就难，避稳求变，以期在有限的1;幅内，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把当今学术

界研究齐鲁文化的主要成果、基本观点和最新动态融合涵纳。同时，考虑到青年学子的

阅读习惯和学习需要，我们还在内容的选择和蝙排上，刻意下了一番工犬。

概而言之，本书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体大思精。全f;共分十一章吗即以不同内容划分为十一个板块。第一章为

"引论"综述齐鲁文化的渊源、内涵、发展流变的轨边及与中华主体文化的关单。此

后十章分述齐鲁文化中成就杰出、地位崇高、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2在事家、科学家、

文学家、书画家，以及A齐鲁大地上产生、发现、传承的文化遗存、人文景观、氏间

刁俗、民间传说和氏间艺术。各章即各板块之间，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前后关

联、互相照应。

其次是取舍得当。" ?I 论"部分，略写齐文化、鲁丈化的发展沿革史，堂在分析

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吨分析齐鲁文化与中华文化(中华丈明)的辩证关系。对齐鲁文

化名人，我们略述其生平经历，尤其省减史无记载的逸闻趣事，而重点介绍、件才斤其思

想、成就及地位。对于齐鲁物质文化遗存问简述其外在形态即自然价值，着聋发掘和总



括其蕴涵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存，则咯述其产生、传承、流变的 前

情况，而室，或揭示它们和其他地区相同或类似文化事象的区别，突出其特质 o

最后是便于学习。为了让读者了解、把握本书的蝙1:j意图、重难点" ~I 论"之 育
后，母一章的开始是"综述"总括本章的主要内容，提示学习本章时应该注意的事

明;母章正义后附有"思考与统习题"以习题的形式让读者回顾、牢记本章的重难点

问题。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陈$要任总策划，李树志、张宇平任主编，全晰纲任1-

审。根据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编写组成员及其分工如下:

全晰纲:山牟师范大学齐鲁丈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撰写第一章"引论"及

第二章"齐鲁平事家"、第四章"齐鲁科学家"

张宇平:山东广播电视大学丈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撰写第十章"齐番民间传说"

李树志:山点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中文教研室主任、教授，撰写"前宫"、 第

五章"齐鲁文学家

玉i波皮: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侍描系教授，撰写第八章"齐鲁人文景观"、第九章

"齐鲁氏间刁俗"

孟军:山在广播电视大学丈法学院副教投，撰写第二章"齐鲁思想家"、第六章

"齐鲁书画家

1余忠民:山革工艺美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主任、教授，撰写第十一章"齐鲁民间艺

术" (其中第七节由山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朱开校撰写) ; 

刘暖援:山在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撰写第七章"齐鲁文化遗存"之第二

节、第二节、第四节及整理、编排全部书稿。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张贝贝、山在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王宫牢仔

细校使全书，对文字进行了润色和把关，并提出不少很好的修改意见;山点广播电视大

学文法学院万丛老师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

这本小书，从酝酿立明到蝙写出版，倾注了众多领导、师在的关索和情谊。山在

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陈蝶研究员，不顾学校行政事务繁忙，赶赴北京，参加会议，争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立项;与学校主管领导研究，才巴课程纳入教学计划;拔付启动经费，

研讨蝙写体例，确定编写人选，眈高1至连低、总揽全局，义事必躬亲、排忧解难。山点

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企晰纲研究员，克服科研、教学任务繁重的困难，从

研究、弘扬齐鲁文化的道义出发，不仅慨然出任本书主帘，确定蝙写提刺，斟酌编写内

容，而且还主动提出由自己蝙1:j理论性比较强的第 " ~I 论"和专业性比较强的"齐



?于二: 香军事家'\ "齐鲁科学家"两章。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职教编辑部马建手忱生，

鲁 I 在该书的出版立明、书名拟定、版式设计、印刷装订及宣传推广等方面建言献策，沟通

文 I 协调，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他们这种淡泊~:fIJ 、无私相助的高情雅意，令人感佩。

化|二 此外，山革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助理、教学与督导处处长谢明浩教授，山京广播电视

概 1 ， 大学文法学院张丈东院长，山革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处长庄维平研究员，山京广播电视

论 I 大学教材发行中心范江海主任，山在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鲁少苓馆长等，从各个方面给

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瑾致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借鉴并吸取了前贤后哲不少观点、成果，限于篇幅，未能

在书中一一注明，祈请谅苟，并此谢意。

挚树忠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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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弃息义民的梦~I蝶

齐、鲁是四周时期在今山东地1)(建立的两个最大封间。以Jf和鲁为代表的封国把周文

化与本土的土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东11向大海、四tlflf泰fB 、北{旁燕赵、南依徐惟的齐、

鲁区域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 ff鲁文化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

渊源C

…、齐鲁文化是在独特历史地理文化的自然塑造中逐渐形成的

文化区域是实际地域与意识观念形成的结合体，地理状况选就的不同的生存环境、社

会结构和人文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区域的形成。因此，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能脱离人

类在时空上所处的特定自然条件。齐鲁文化正是在它独特的历史地用文化的自然塑造中逐

渐形成的。

齐因初封时不过是方罔百里的小间，随着同势的提升，握城才涩渐扩大c 至齐桓公

时，齐同疆域"地南至二F岱阴，四至于济， J~烹于悔，东纪随，地方兰百六十m

( {管子·小匡} ) ~这公、:景公时\疆界又有所扩大。至于《史记·卉太公I让家》记载:

"月使召版公命太公日: ‘东悔，四至1吁，南至穆陵，北至无楝，五候儿伯，实得征

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这大致呵以看做四周时期齐国最强大时的摇界。至战国

时期，卉罔地广而兵强，方二千里。{战同策·齐策》云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

有清河， J~有制悔，此所谓四塞之间也。"实际上齐间的蝠城远不止如此:东已基本囊括

整个半岛地区，四日至黄河故道，北至渤陶，南至今鲁南地区。

鲁国初封时，封土也不过百珉，到后来"鲁方百里者宜" ( ~孟子 -f号子下} ) ，即

鲁罔的疆域超出了初封时的数倍。诸如根牟、项等小间都被鲁同有井，柿、自、曹、宋等

阔的部分土地也曾被鲁国占有。鲁田以曲阜为中心. rÚJ周边地|反逐渐拓展。春秋时期，

室衰傲，礼崩乐坏，许多小同纷纷朝鲁，并且至碍观礼，告成为吁时的大同。其拉制范围

基本囊括了汶河流域和洞河的中上游地区仍

齐、鲁的疆城，基本上覆盖了今山东省的全部及周边地|玩。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

布着众多的山脉和河流。大体上肴，中部是凸起的泰沂山系，周罔是广阔的丘陵和平原，

形成了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具间的地形大势。东部为半岛，环之



渤海、黄悔，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因部为平原，具有内陆文化特征。这种独特的地理特 第

点，形成了齐鲁大地上海洋文化和黄土文化各有特点又相互兼容的文化体系。

山悔相间，河流众多，这种自然环境造就了齐鲁儿女健壮的体貌。据古人类研究专家 章
考证，中国北部地区的居民身材较高，南部地区的居民身材较矮。这种南北身高的差异 ~I
与地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地理环境不仅对人的体貌产生影响，而且对人的性格形成也起着无形的作用，所谓‘飞一 论
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汉代学者班团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

性，而其刚柔缰急、音声不同，系水士之风气。"强调人的性格受水土风气的影响。如果说

班同讲得比较笼统，那么《管子·水地》所育则比较具体。它说"犬齐之水， i服而复，

故其民贪相而好!哥;楚之水， ~丰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瘤重而泊，故其民愚

疾而垢……"近人刘师培在论述自然环境与性格关系时也指出"山国之地.地士碗帘，

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韧不拔之风。洋国之地，士壤膏

腆，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问者，崇尚虚元，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 ( {刘申叔先

生遗书·南北学派不同论} )由此我们说，齐鲁之人豪侠和宽容的双重'性格与他们所处的自

然环境的特点有着必然的关系。

齐闽东部为半岛，坏以辽阔的海洋，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陆海滩涂。土地虽然情

薄，却iI.盐资源丰富。大海的宽广，造就了当地人阔边的性格;艰苦的条件，培育了当地

人开拓进取、创新变革的精神。鲁咄咄处泰山之阳，丘陵蜿蜒起伏，平原一望元垠，境内

的汶水、洒水便于灌概且利于交通。士肥水三卡，形成了当地人重视农业的经营思想;生活

安逸，选就了当地人崇德尚文、安r.现状的儒雅风格。

《史记·货殖列传》在评述齐、鲁两地时说"齐带山悔，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

文彩布扇鱼盐。 11自茵亦悔岱之间…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斗之风也。" H而邹、鲁滨诛、酒，犹有周公遗风，

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削舰。"齐鲁大地上各种各样的地貌类型，为先民们提供了良好的

生存空间和活动舞台，并逐渐孕育出了内容丰富的地城文化。 3年、鲁之地虽有差异，但它们

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而且是互补的。因此，齐文化、鲁文化的不问风格并不妨碍齐鲁文化

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体性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的相对差异，反而丰富了齐鲁文化的内容。

二、齐鲁文化是在传承东柬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齐鲁立国前，在今山东地区生活的士著居民是东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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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出土沂源猿人化石的山洞 ( 外部 )

"夷"最早见于甲骨卡辞，甲骨文中有"王正尸方"、 "王来正尸方"的记载，尸、

夷通用"尸方"即"夷方" 0 (( 竹书纪年》在记述夏代史实时也多次提到"夷"如

"淮夷"、 "风夷"、 "黄夷" 等。 在帝芬三年，还提到"丸夷"即贼夷、于夷、方

夷、 黄夷 、 臼夷、赤夷、玄夷、风夷、 阳夷。

这些"夷人"的聚居地在东方当无疑问。 《周礼 · 夏官 · 职方氏 ~ : "辨其邦国、都

鄙、四夷、八蛮、七闽 、 九箱 、 五戎、六狄之人民。 "注曰"东方日夷。 " {礼记 · 王

制 ~ :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 " ~ 大戴礼·千乘 ~ : "东辟之民日

夷。 " ~国语 · 鲁语~ :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 "韦昭注曰"九夷，东夷

九国也 。 " ~说文》曰"夷，东方之人。 " 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东方，就是指现在的

山东省辖区及周围地区，大致相当于周代齐、鲁的地域。 也就是说，齐、鲁的土著居

民是东夷人。

东夷民族形成于何时，文献上没有记载。 据考古发现，山东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是沂

源猿人，其年代属于旧石器早期，大约与北京猿人年代相当，距今四五十万年。

到新石器时代，山东土著居民创造了灿烂的东夷史前文化。 田野考古发现说明，在今

山东地区存在着后李文化、 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 岳石文化这一考古文

化谱系，这一系列地区的居民应当是同一个民族，即山东地区的土著民族。 不少学者认为

这一系列文化属于东夷文化。



进入文明时代后，众多的部族和方国递隆迭兴，使悠久的历史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场 第

面。 齐、鲁立国前，齐鲁大地是远古时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地区，传说中尧以前的

君主，几乎无一不与这片土地有关。吴金鼎先生在其 《山东人与山东》一文中曾列表来说 章
明这一问题，今将其表移植于下: ①

有巢氏 治琅珊石楼山

伏载(太吴 ) 生于究州大泽间

女娟氏及大庭氏 都曲阜

少吴 都曲阜

神农 由陈迁曲阜

黄帝 生于鲁，由穷桑(鲁北)迁曲阜

制硕 初期都穷桑

帝替 邑于鲁，今曹县地带

上述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大多产生于齐、鲁或与齐、 鲁有关。 这种厚重的文化积淀，

对齐鲁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浸润作用。

黄帝是传说中力量最强大的部族首领。 传说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一带) ，登位

于穷桑(今山东曲阜一带) ，曾活动在泰山一带。 东夷人的首领量尤是传说中的战神，在

今山东的巨野、东平等地仍流传着量尤的传说故事和保存有量尤的文化遗迹。

继黄帝之后，制硕担任夷夏部落联盟的盟主。 从各种传说材料看，制硕应是东夷人。

尔后，发生了共工与敝硕"争为帝"的斗争。 《淮南子·天文训 》 记载说"昔者共工与

制硕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

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从这则神话传说看，共工败给了椒硕。 帝誉的传说比较复杂，有

人认为他也是东夷人的一个分支。

帝誉之后尧、舜为部落联盟盟主。 尧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在今荷泽一带有古尧

陵遗址。 尧传位于舜， ~孟子 · 离委下 》 称舜是"东夷之人也" 。 传说舜生于诸冯、迁于

负夏、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 、 卒于鸣条。 这些地名大多在今山东荷泽一带。 舜

时参与大禹治水的泉陶、伯益、四岳等也是东夷人。

神话传说，存在一人多说、 一说多人的现象，加之年代久远，分歧杂揉在所难免。 但 t

述资料从一个侧面，大体勾勒出当时人们生活的画卷，有助于我们了解齐鲁先民的生活景象。

① 吴金鼎: < 山东人与山东>. << 山东新报 >. 19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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