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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敬明先生积数十年心血撰成《潍坊古代文化通论》，付梓在即，嘱我为序。
我乐为其事，且心有感焉！
当今的潍坊市，是一个有相对独立性和区域传承性的文化地理单元。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齐鲁文化发展历史和当今山东文化的建设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齐鲁文化的元典形态，主要由齐文化、鲁文化这两支特色各异又相互交流融合的文化组成。
这两支文化的核心区域，大致说来：齐在潍、淄流域，鲁在汶、泗流域，当今的潍坊地区正是齐文化
的腹心地带之一。
潍坊又是自三代以来号称古九州之一青州的腹地，无论从古代文献的记载、还是考古挖掘的丰富遗存
看，探求山东地区史前乃至三代以来的东夷文化的发展，这里都是尤应关注的重要区域。
在汉代以后山东地区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潍坊地区右接东莱、左牵河济，是山东半岛与内陆地区
经济文化的重要连接地带。
其依南山、携北海的独特自然环境和丰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就了潍坊地区显著的区位优势和鲜
明的区域文化特色。
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这里人才之盛、民俗之隆、景观秀美、工艺新奇，是山东的重镇和名城，是齐
鲁之邦颇具代表性的几个重要文化区域之一。
把潍坊区域的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不但对挖掘当地文化资源、
推动文化强市建设有重要意义，从学术上看，也是对齐鲁文化研究的一个具体和深化。
敬明先生沉潜学术、孜孜以求，以一人之力著六十万言。
无论从潍坊市的文化建设，还是从齐鲁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以及其个人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看，都是
值得祝贺和敬佩的。
当代齐鲁文化的学术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就。
但从总体上看，还需从两个方面去深入探求，开拓创新：一方面，从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上进
行更宏观的研究。
例如：齐鲁与中华文明起源、齐鲁文化与早期文明、齐鲁文化与儒学以及各时期山东区域文化与中华
文化的关系等等，亦即从齐鲁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华文化和从中华文化的宏宽视野来研究齐鲁文化等
等。
非此无以拓展，非此亦难以深入。
另一方面，要从齐鲁文化的内在结构入手进行分门别类的个案的研究。
例如：条形的各类专门文化史的研究，块状的则应加强各亚文化区域的研究，尤其是各主要文化板块
区域的研究。
我个人一直认为：从总体上看，所谓齐鲁文化圈，可以分为齐、鲁两大文化系统，但从区域讲，齐鲁
文化主要板块应该分为四大块：除以潍、淄流域和汶、泗流域为主的齐鲁两大核心文化区域外，胶东
文化区域研究和鲁西尤其鲁西南是另两个别有系统的文化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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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潍坊古代文化通论》是一本对齐鲁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颇具价值的一本专著。
该著以《总论》开篇，总揽全书，宏论概貌，纵写历史，横分门类，既体现宽阔的学术视野，又有具
体明晰的系统阐述，宏而不虚，阔而不散。
第二至八章，分七个部分，大凡经史学术、金石、建筑、宗教民俗、文学艺术、世家望族等等，逐一
重点探求，包罗全面，纵横驰驱，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全局写潍坊，从潍坊一域透视齐鲁，做到了很
好的宏观与微观、全局与局部的有机结合，既体现视野，又颇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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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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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潍坊地区的古代文化，无论起源与发展，还是所达到的文明高度，都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
关系。
甚至还可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较低，而其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往往
要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或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冲破自然环境的制约，而渐积创造与发展并
最终形成自具区域特色的地方文化。
第一节 起源与发展从宏观审视，山东全省的地形是泰山居中，在其周围奇峰突起，逶迤连绵，若把泰
山比作一个巨人，而泰沂山脉则是这个巨人伸向东方大海的一条巨臂，巨臂以南为低山丘陵和沂沭平
原，自西而东则有汶、泗、沂、沭四条大河；巨臂之北则有潍、淄两条大河。
由于山川与河流交互作用，遂使山下的平原连成一片，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泰山西北则是从鲁西湖
泊带过渡到黄河冲积扇；泰山东侧则是以莱山山脉为骨干的山东半岛，直接伸入黄海，半岛部分属于
胶莱平原，潍坊正处于胶莱平原的中部偏西。
一、地理环境《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
盐缔，海物惟错。
”夏禹之时即言潍坊的地理环境，并且概括得极为准确和形象。
古人云：“青齐沃壤，号日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
”苏辙有诗文日：“面山负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
”潍坊地处海岱之间，南接泰沂山脉，北面和东面为大海，尤其泰沂山脉的北侧，由于山海的交互作
用，形成以潍、淄两条大河为主的诸多河流，夏秋时节雨量充沛，出山岭，成川流，浩浩荡荡波归北
海。
于是在莱州湾南岸形成广袤的滩涂，此即《禹贡》所谓的“海滨广斥”；而海水中的盐碱因受热蒸发
到地表，在地面形成“白霜”，远望茫茫白野，漫无边际，直达沧海，此即所谓的“厥土白坟”。
据考古发现，莱州湾南岸的煮盐业，早在商周时期既已非常的发达，而其相关的遗迹则主要集中在今
日的昌邑、寒亭、寿光、广饶一带。
春秋时期的《管子》即记载“燕有辽东之煮，齐有渠展之盐”。
而此“渠展”，即指“渠洱水”，即今天的、猕河。
由此可见、猕河人海口处，自古即是莱州湾南岸煮盐的中心。
据山东省考古所等联合在寿光双王城水库一带发掘的主要为商周时期的大型制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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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岁值己丑，家门荣庆，幸逢慈母八十华诞，谨以此书敬贺。
吾国向来注重地方区域文化之研究，尤其清代乾嘉以来受朴学之影响，地方文化之研究出现历史上第
一个高峰期，一时大家纷呈，著述如林。
知名学者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所谓：“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
史。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由此可见“入”之与“家”、“地方”与“国史”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
所以要研究一国之史，而地方文化历史之研究又是必不可少者。
时过百年之后由于新兴考古学的传入，西学东渐意义深远。
而考古学所谓之文化，其内涵、外延自有其基本之戒律，与传统文化之概念自有差异。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整合，而今所谓的文化其内涵与外延以及名称诸种，其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
逐渐缩小。
而且以往的地方文化之研究主要体现在地方史志的整理与著述，其研究探讨的范围自然不能与后来的
考古学文化相匹比。
时至今日，考古学已经进入其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其系统理论架构与丰富的内涵亦是自具特色。
而受其影响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亦往往从其中有所借鉴，遂使之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已经跳出传统之
窠臼，甚至植入全新之因素，尽管这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还并不十分的普遍，然而其对传统地方文
化研究之意义却是划时代的。
本人注重地方文化研究历有年所，岁月积渐，日有所得。
只不过前二十年偏重先秦，是所谓“古不考三代之下”，且立足齐鲁面向全国，以考古与古文字、历
史文献以及民俗资料相结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所取得成果为已出版几本专著和发表百数十篇论
文。
近十数年由于潍坊市新博物馆的创建，须进行陈列内容之总设计，并省内有关县市文博陈列亦下问到
敝人，再兼自我学术研究进展之需要，故而研究之重点又有所转变，即侧重地方区域文化之探讨。
通过多学科相结合，对相关问题之研讨，发现潍坊是一个颇具文化特色的重要区域。
尤其通过前数年负责文化部全国重点文化艺术课题《潍坊文化三百年》一书之重要章节之撰写，对地
方文化的认识更有质的飞跃。
通过数十年的积淀与研究，对潍坊古代文化的认识已在逐渐深入。
从中华文明宏观角度，来对潍坊古代文化进行审视与研究，进而探讨其内涵与特色，及其在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的地位等等，都显得十分有意义。
初步研究往往是零篇散简，难成系统。
因此在原有研究之基础上，根据其内涵与特点，重新厘定撰写提纲，近几年间撰成是书。
书中所收篇章间或发表或曾载录课题集中，今则悉加修订。
然绠短汲深，容有未当，敬祈识者教我。
是书主要撰写于十笏园中，而今最感流连难舍者亦惟是此园。
自一九八四年始迁入，到二零零八岁杪搬出，凡廿四年，这比丁氏世家任何一人在园中所居处时间都
要长，由此来看，岂无缘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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