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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
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
济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
这里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
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
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空起到了重
要作用。
隋唐北宋时期，济南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高僧义净，诗人崔融、员半千、
范讽等皆为一世俊杰，李白、杜甫、高适、苏轼、苏辙、曾巩等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诗圣杜
甫留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佳句。
南宋以后，济南文坛更是频升巨星，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李开先，皆为一时领
袖诗坛的大家，再加上新城（今桓台）王士稹、淄川蒲松龄（清初新城、淄川均为济南府属县），可
以说，宋、元、明、清四代，济南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济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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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对于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历下亭是她的第一人文景观，名士辈出是她的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
。
《济南上古名人故事》选取11个上古名人来谈论他们的生平志尚、言谈行迹，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感
受灿烂的济南民间文化，认识和接受历史文化蕴涵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教益，通过传扬诞生于我们身边
的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保护和承续济南人民代代相传的文明基因、精神特质、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
守护好泉城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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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晁错返回朝廷，上书称引师法而解说《尚书》大义，文帝很满意，先后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
门大夫、博士。
晁错对《尚书》的传授是有功的，但他毕竟是个法家人物，他的师从伏生学习《尚书》也只是例行公
事，更何况回朝交差后，无论对《尚书》的传授，还是对《尚书》学的形成，都没有什么建树和贡献
。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伏生的弟子。
而据《汉书·儒林传》，在伏生弟子中，真正对《尚书》的传授和《尚书》学的形成有重大贡献者，
当首推千乘（今山东广饶）人欧阳生（字和伯）和济南人张生，汉代今文《尚书》的两个被立为博士
的主要流派欧阳氏学派和大小夏侯学派便是分别始自此二人的。
张生，名字不详。
伏生逝世后，张生与同学千乘（今山东广饶）人欧阳和伯集师说撰成《尚书大传》41篇，是为汉代解
说《尚书》的第一部著作。
后征为博士，授《尚书》于鲁人夏侯都尉。
夏侯都尉传族子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族子夏侯胜。
夏侯胜又曾师承欧阳和伯的再传弟子鲁人茼卿（倪宽弟子），复传从兄弟夏侯建。
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傅，著有《大夏侯尚书章句》二十九卷、《大夏侯尚书解诂》二十九卷以及《尚书
说》等；夏侯建官至太子太傅，著有《尚书章句》二十九卷、《尚书解诂》二十九卷。
由此，今文《尚书》遂有大、小夏侯之学，至宣帝时，俱立于学官，置博士。
总之，伏生是汉代传授《尚书》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尚书》学的开创者，诚如后人评论的那样
：“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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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对于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历下亭是她的第一人文景观，名士辈出是她的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
。
这一文化现象可以上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圣王大舜、贤士鲍叔牙、神医扁鹊、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
衍、两汉经学开创者伏生、汉初谋士娄敬、少年英雄终军、著名方士公王带、丞相王诉等等，都是济
南名士的杰出代表。
汉末济南国国相曹操，作为上古时代出仕济南的名宦代表，也可视为广义上的济南名士。
上古济南名士当然还有很多，可惜夏、商、周（西周）三代文字记载尚不完备，古史渺茫，难于稽考
；春秋战国，济南地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史籍中对于济南人一般皆笼统地写作“齐人”，
要把那时“齐人”中的济南人分辨出来是很困难的。
因此，本书只能选取11个上古名人来谈论他们的生平志尚、言谈行迹。
由于属于故事性的通俗读物，书中引用古文一般译成白话文，资料出处一般也从略了，但是通俗性的
叙事并不意味着学术性的降低。
事实上，本书对于人选人物的叙述，态度是严谨的，自与时下盛行的戏说历史人物有别。
当然，由于作者才疏学浅，本书可能还存在许多缺憾，祈望高明教正，以匡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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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济南上古名人故事》：济南历史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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