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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地方史文库（第2辑）：山东政治史》的写作宗旨，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真
实地再现山东地区的政治发展历史，展示历史上山东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这一地区政治发
展的特殊规律，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域性文化的历史特色。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写作重点和体例、方法上特别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该书是一部“
地方史”，在论述山东地区政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反映其区域性的特点应该是该著作的基本风格特
色。
　　山东地区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单元，其区域政治的发展也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
写出这种地方区域政治发展的特点，是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目标之一。
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有鉴于此，作者在“综述”中专门就该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以及人文传统作了较详尽的考
察介绍，力求从中及其与政治的相互关系上揭示山东政治发展特征形成的历史原因。
此外，在每一章都有“政治变迁大势与基本特征”一节，主要讨论这一时期山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基本
走向和基本特征，作为本章历史叙述提纲挈领的提示，使读者在阅读这段历史时，始终关注该地区政
治发展的特殊性。
同时，还要在把握宏观和微观的相互联系上书写山东的政治历史。
所谓宏观，即具备全国视野；所谓微观，即着眼局部特色。
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山东地区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区域性的政治发
展必然受到中央集权制的强力约束，不具备全国视野，就不能了解区域性政治发展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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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山东地方史文库》总序序前言第一章  综述  一、山东地区的自然环境、区域经济与人文传统    (一)自
然环境的特点    (二)区域经济状况    (三)悠久的人文传统  二、山东地区政治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特点    (
一)区域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区域政治的基本特点及社会历史地位  三、齐鲁政治文化概说    (一)
从历史文献看齐鲁政治文化的理念形态    (二)从社会意识看齐鲁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    (三)齐鲁政治文
化的基本特征及历史地位第二章  先秦时期相对独立发展的山东政治  一、政治变迁大势与政区、政权
的沿革    (一)政治变迁大势与基本特征    (二)政区和政权的沿革  二、虞夏时期夷、夏的冲突与融合    (
一)黄帝与蚩尤的部族战争    (二)虞夏时期的夷夏关系  三、商的崛起及商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    (一)商
族的早期发展    (二)成汤灭夏    (三)商的统治及其与东夷诸部的关系  四、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建国   
(一)鲁国的建立    (二)齐国的建立  五、春秋时期的齐、鲁政治与山东地区的政局    (一)齐桓公首霸    (
二)齐、鲁两国的和战关系    (三)鲁国的“三桓”专政    (四)春秋后期的齐国政治与晏婴相齐    (五)孔子
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生涯  六、战国时期田齐政权的兼并与统一    (一)田氏代齐    (二)齐威王的改革    (三)
山东地区的兼并战争    (四)齐国的灭亡第三章  秦汉时期政治大一统下的山东政治  一、政治变迁大势与
政区沿革    (一)政治变迁大势与基本特征    (二)政区的沿革  二、秦朝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和秦始皇东巡   
(一)秦朝对山东地区的统治政策    (二)秦始皇东巡  三、秦朝末年山东境内的反秦斗争    (一)东西方文化
的冲突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割据下的山东政治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地位边缘化的山东政
治第六章  宋金元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下的山东政局第七章  明清时期政治极权统治下的山东
第八章  近代社会矛盾冲突中的山东政治历史第九章  山东现代政治史的发展进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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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战国时代，随着鲁国的灭亡，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局部的统一。
在整个先秦时期，山东的区域政治相对独立的发展，但总的发展趋向，是逐步融人大中华的政治一统
的格局之中。
秦统一中国，山东地区的政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最基本的原则是地方服从中央。
因为主要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官员的任用陟黜皆由中央政府决定，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新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制度。
但这并不是说地方的政治地位无足轻重，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依然存在，只不过在新的背景下形式
有所变化。
如地方对中央的政治挑战表现为诸侯王势力的叛乱、世族大姓的划地自保，以及农民起义和军阀的武
装割据等。
在山东的政治历史中，汉代发生过当地诸侯王的叛乱，十六国北朝时期也多有世家大族事实上的割据
。
而农民起义和军阀借助武力建立地方政权以对抗中央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上述事例，虽然多出现在一些非常时期和特定条件之下，也说明地方政治势力有一种挣脱中央控制力
图分离的本能冲动。
当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出现问题时，地方分离运动就会产生。
但历史毕竟是治世长而乱世短，所以政治的大一统基本上是一种历史常态。
　　再次，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山东民众反抗暴政的起义，是该地区政治历史的重要内容，并成为
一种光荣的区域文化传统。
　　长期浸染于儒家文化的古代山东民众，养成了富于正义感和慷慨质直的群体性格。
当他们面对统治者的暴政时，往往见事不平，伸张正义，揭竿而起。
所以，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都最先出现在山东地区，农民反抗黑暗政治的阶级斗争，成为山东政治历
史的一抹亮色。
　　纵观山东地区的历史，早在秦朝末年，齐地的民众在田氏家族的带领下就举行了反秦武装斗争，
为推翻秦的暴政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之后的岁月里，许多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由山东地区首举义旗。
如新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由海曲吕母首义，而形成于泰山地区的赤眉军是当时的主力义军之一。
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由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内）首先发动，点燃了反抗隋炀帝暴政的燎原
大火。
其中主力义军窦建德是贝州漳南（治今山东武城漳南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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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东政治史》的写作宗旨，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真实地再现山东地区的政治发展历史
，展示历史上山东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这一地区政治发展的特殊规律，从一个侧面反映该
地域性文化的历史特色。
本书由王克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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