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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地方史文库》历经三年多努力，终于正式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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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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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即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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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政治家管仲、晏婴、诸葛亮、房玄龄
、刘晏；军事家孙武、吴起、孙膑、戚继光；科学家和发明家扁鹊、鲁班、汜胜之、贾思勰、燕肃、
王桢；文学家和艺术家王羲之、刘勰、颜真卿、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孔尚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山
东党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其余多如璀璨明星，不可胜数。
这些先贤们的思想和业绩都已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山东的历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是一部灿烂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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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探讨、借鉴和发扬光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共山东省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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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在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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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史的著作，为后人探讨和研究山东历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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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王尽美、邓恩铭与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初期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
山东逐步传播开来，为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
五四运动中在山东有较大影响的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和几个进步知识分子于1919年10月在济南创办了“
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开始销售进步书刊。
1920年9月，他又将“齐鲁通讯社”售书部扩充为“齐鲁书社”，自任社长，更积极地推销宣传新思潮
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同时出售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
革命的书籍，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辩证法研究》、《俄国革命史》等。
当时，在济南的学校，有的也办起了进步刊物，抨击时弊。
1920年10月，济南第一师范创办了《泺源新刊》，批评旧的教育制度。
济南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办了校报，出了《灾民号》专刊，邓恩铭发表了《灾民之我见》一文，尖锐
指出，所谓“灾民”，不过是在“替一班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受灾”，真正的赈灾办法“就是
要彻底的觉悟”，“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班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否则没有苦人过的日子！
”当时一些追求真理，要求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和传播新思潮的书。
那时的新思潮，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
这些进步青年中，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主要代表。
王尽美（1899～1925），当时是济南师范北园分校学生（见本书“列传”）。
邓恩铭（1901～1931），水族，贵州人，随叔父来山东，当时就读于济南第一中学。
王尽美、邓恩铭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通过五四运动得到了锻炼，思想上有很大提高。
1920年3月间，李大钊在北京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济南的王尽美是该会的通讯员。
①五四运动后，宣传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已在全国各地建立和发展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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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各参加增订人员分工如下：贾蔚昌增写前言。
通纪：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山东的实施；整军、整风和精兵简政；金谷兰、聂子政、马
千里、郑心亭、王德一、李贞乾、赵健民、黎玉、许世友、杨国夫等人物的边注。
典志：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山东政区；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商业；外事机构；重要外事活动。
列传：赵以政；张郁光。
修订通纪：初版中个人所写篇目。
典志：初版中个人所写篇目。
列传：初版中本人所写杨明斋；张自忠；王尽美；张宗昌；冯安邦；姜玉贞；刘震东；方叔洪；刘谦
初；李耘生；郭恒祥；田位东；安哲；王德泰；马耀南；郑耀南；鲁佛民；李竹如。
王启云增写通纪：山东杭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改善雇工待遇。
万克德重写典志：教育。
赵立峰增写列传：魏嵋附子魏复中等。
唐志勇增写典志：学术；秘密会社；民俗。
列传：朱庆澜；赵尔巽；鞠思敏；李半仙；栗广山；陈宝风；于子三；解文卿。
修订通纪：初版中本人所写篇目。
典志：初版中本人所写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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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东通史·现代卷(套装上下册)》：山东地方史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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