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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方史文库〉总序

《山东地方史文库》历经三年多努力，终于正式件梓，这是一件可喜可

贺的事懂。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挥、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我

们的祖先就在今山东沂源一带劳动、生息、繁街，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大

约在四五千年前的虞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后期，山东地区即

己进入了人类的文费时代。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这里曾

产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其中最著名的有: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家墨子、孟子、庄子、萄子，政治

家管仲、晏婴、诸葛亮、房玄龄、刘晏，军事家孙武、吴起、再器、或继光，科学

家和发明家扇鹊、鲁班、远胜之、贾思巍、燕肃、王福，文学家和艺术家王萎

之、刘怒、藤真卿、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孔肖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出东党

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理患铭等，其余多如璀辈革明星，不可胜数。这些先贤

们的思想和业绩都己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时至今日，仍具有广泛丽深远的影购。

山东的历史，是一部丰富多彰的历史，是一部她烂辉煌的历史。山东人

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值得后人去发摇、探讨、借鉴和发

扬光大。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共出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省

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在出东地方史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卓

有成效的工作，编写出版了包括《山东通史》在内的一批研究地方史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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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人探讨和研究山东历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新编《山东地方史文库~ ，包括新增订的《山东通史》和初步计划编写的

10 部《山东专史~ o {山东通史》从纵的方面记述山东自远古至近现代的历

史发展进程，包括山东社会形态的变化、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

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山东专史》则是从横的方面研究山东历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风俗、中外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历史。 采取这样

纵横交错、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和认识

山东历史，更能领悟到我们的先人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灿烂辉煌的文

化以及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也可以从中总结和吸取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

宝贵而丰富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邓

小平同志也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

也是宝贵财富。"他还有一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研究和

学习山东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认识山东的昨天，更好地把握今天，

从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 多年来，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在

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山东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前进，无论是

在发展经济还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进入了

山东历史上发展最好、较快的又一个历史时期。 《山东地方史文库》的编写

出版，不仅继承和弘扬了山东悠久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而且有助于我们吸取

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编写《山东地方史文库》的动议酝酿于立即6 年 3 月 ， 当时担任省长的

我意识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想法得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以及省内

从事山东地方史研究的专家教授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尤其是安作璋教授，不

顾年事已高，担任《文库》学术顾问，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领导工

作，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同志以及山东地方史研究所为此《文库》的编篡作

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主编，我感谢来自省内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各位

主编、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编写出版这一套高质量、高品位的《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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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文库》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省党史委、史志办等有关部门领导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文库》的编写出叛，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同志们在

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今后编写好出版好《文库》中的其他各类

专史继续努力。

是为序。

韩寓群

2∞9 年 7 月



序

山东自古号都"齐鲁文明礼仪之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这块雄

踞陆海、美丽而富饶的祖国大地上，曾培育出许多伟大的思怒家、科学家、发

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与

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大量造福子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时富，撞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构成了出东历史丰厚丽富有特色的

内容，谱写了出东历史绚丽多彩的篇章。

本次编写出版的《出东专史》系列，为《出东地方史文库》的第二辑，包

括《出东政治史上《山东经济史上《山东军事史上《山东思想文化史上《由

东科学技术史》、《出东教育史》、《出东文学史上《出东社会风俗史上《山东

移民史》、《山东对外交往史》等 10 部著作，较全亩地研究租反映了出东古

代至新中国成立麓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教育、文学、风岳、移民、

外交等领域发展、变化的历程。《山东专史》系列和已出版的《山东通史》一

样，在编写思路和结构上都采取纵横相结合的方法，不同的是，{山东通史》

以铁带横，纵中有横过山东专史》系列则是以璜带纵，横中有练。如果说

《山东通史》是从纵的方面系统地探讨山东历史各个领域的发展演变，{山

东专史》系列则是从横的方面对山东历史不同领域进行重点的研究，也可

以说《山东专史》系列是对《由东通史》中一些重要领域的缅化租补充，这两

部著作相得益彰、交担辉映，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山东地方史文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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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内容及厚重的文化积淀。

《山东专史》系列各卷的作者，均是山东省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多年从事

有关领域研究的教授、研究员等专家学者，他们在山东历史的研究方面均有

较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资料积累和写作经验，因此对其撰写的书稿都能做

到比较深人的研究。 每卷作者在撰稿中都注意吸取当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

果，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对有争议的问题则采取了比较客观的立

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10 部专史大都具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思路清晰、

系统条理、文字流畅 、深入浅出等优点;另附有与文中内容相关的多种图表，

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

近年来，山东学者对于山东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推出了

《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山东

革命文化丛书》、《 山东当代文化丛书》、《齐鲁诸子名家志》、《 山左名贤遗

书》 、《齐鲁文化经典文库》、《山东文献集成》等多部大型系列著作(省直各

部门、各地市县的研究成果尚未包括在内) ，表明了山东地方史的研究已走

在全国各省地方史研究的前列，对于研究山东、宣传山东、存史资政育人起

到了重要作用。 本次《山东地方史文库》中 10 部《 山东专史》的出版，对山

东地方史研究来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看，都有新的开拓，也是山东省

文化建设工程的又一项重大成果。 对于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山

东，推进山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衷心希望参加编写的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在老省长、《山东地方

史文库》总主编韩寓群同志的领导和山东师范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善始

善终地继续做好《山东专史》系列第三辑、第四辑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预

祝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圆满成功。

安作璋

2011 年 5 月



前言

山东是一个沿海大省，有着沿太平洋 30∞多千米的海岸线，风光秀丽，

交通发达，与韩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踊海相望。自古以来，山东半岛就是对外

交往的重要门户。

出东人是最早走向海外的中国人。早期的齐鲁文化中就包含了山东人

认识海外、走向海外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道不行，乘捋浮于海"阴

雨五行家的代表人物邹荷的"大小九州"说，道家宣传的"海外有仙也、铀

药"说等构成这种思想的理诠基辑。秦代徐福一行东渡日本，如是山东人，

也是中昌人大规模走向海外的一次可贵实践。

历史上的山东籍人物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周初年，

莫子率50∞人到朝鲜，建立了古朝鲜踵，率先捏中国文明在东邻发扬光大。

秦末结福率 3∞0 童男女扬帆东渡辑鲜和自本，加快了朝鲜半岛和臼本列岛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秦汉时窥j乙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更加沟

通了中日朝三国广泛密切的联系。唐代四大名僧之一的济南人义净，在东

南豆、南亚取经 20 余年，不仅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

要使者。金元之际，著名全真教领袖栖霞人丘处凯西行中豆诸窟，一路宣传

中国传统文化，也将中亚文化带回国内。费代昌邑人黄福安离为宫 18 年，

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先进技术，赢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好评。清代青州人

薛凤样作为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的中国人之一，潜必翻译西人之科学著作，向

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另外，如山东籍著名文学家李攀龙、著名军事家或继光

等人，他的虽然没有走出国门，但其著作生前已在周边国家流传。孔子的儒

学思想、孙子的兵家思想更是流传海外，长盛不衰。可以说山东人创建的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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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化是在吸收其绝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得以丰富、

完善租发展的，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部分。

古代山东半岛这块富饶美爵的土地，也吸引了众多外籍人士在此带览、

求学、经商、为宫。他们的活动足迹遍及各地，并留下了众多的故事和佳话。

自汉代以后，朝鲜、日本使节人贡中国封建王朝，多白山东经过。日本

遣隋使和前黯的遣窘使多自山东沿海登陆后再辗转西行，最后到达长安。

吕本著名高僧圆仁在出东活动多年，并以亲身经茄写下了《人唐求法巡礼

行记} ，对山东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翔实记载。隋唐时期大批新罗移民

在山东半岛各地罩住，并建立了许多新罗坊、新罗院。其中新罗名相张保辜

所建的斥出(今荣成市石岛镇〉法华院至今仍是中朝历史友好的象征。元

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西方传教士鄂多立克等都经运河到过山东，留下

了在山东活动的文字记载。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往返中国，也多由山东半岛

茜行，他们与当堆文人、官员结下了深军情谊G 在运河沿岸地区，沿途往返

的外国使节、文人学士、僧侣、传教士、商人更是络绎不绝。著名的西方天主

教传教士利玛窦曾将在山东亲身经历写在了他的著作中。

自需唐至明清，由东地方政商也承担起接待外雷友人的职能。出东人

的燕情好客、友好态度也给路经此处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厚的印象。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山东与海外交往成就辉煌，然再也经历

了曲折的进程。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曲后期遇到了比较多的理力:一是

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山东作为儒学发摞地，建民受到儒家传统

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束缚尤其严重，绝大多数居民满足于男耕女级的小

农经济和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逐渐弱住了罕期那种走向海外、开拓进取的

动力;二是中吕封建政权尤其是明清所撞行的海禁与勇关政策，统治者认为

天朝大国无所不有，限制了人民群众走向海外寻求发展的愿望:三是北方长

期战乱委员繁，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己远逊于南方沿海各省，出东

居民也缺少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物质条件。

观念上的滞罩、政策上的限制和经济上的落后，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山

东人民与海外交往的步伐。尤其是在晓清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租西人东

来，世界已逐渐构成一个整体c 由于主客观原因，山东与海外交往同南方省

份相比己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山东人民借鉴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