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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商为姑幕
国，周为莒国，秦置莒县，汉代为城阳
国，隋为莒州，清沿明制，1913年改莒州
为莒县。现辖21处乡镇街道、1260个行政
村，总人口113万，总面积1952平方公里。
莒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华天宝，交
通便利，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鲁南临
港产业带的重要节点，是全国文明县、全
国文物工作先进县、中国最具特色魅力旅
游名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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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文字
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原始陶文

字，是古代莒地人民在对天、地、人长期观
察的基础上，所造的人类最早的文字，是中
国文字的始祖，专家考证比甲骨文早1500多
年。该文字记录的是远在5000多年前，居住
在莒地的东夷部族，为祈祷农业丰收，庆祝
春季到来，摹画对太阳神举行祭祀的场景。
其表现的内在实质意义，则是关于当时殊为
重要的天文历法，用日出方向确定春分、秋
分，用测日影确定夏至、冬至，这是莒地先
民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这些考古发
现，也证明了5000多年前，莒地先民就创制
了中国最早的古文字雏形。同时这些考证，
也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推了1500年。

“毋忘在莒”
“毋忘在莒”，这个成语，意为不要忘记以

前经历的事情，寓有“人不可忘本”之意。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齐襄公残

暴无道，公子小白为远离杀身之祸而避难于
莒，后几经周折，登上王位，这就是春秋时
期威名显赫的“齐桓公”。齐国强盛之后，
一日，齐桓公设宴大请宾客，满朝文武山呼
万岁，唯独鲍叔牙独坐无言，待齐桓公诘问
时，鲍叔牙举杯离席，躬身说道：“我希望
大王不要忘记，出奔在莒的那段艰难岁
月。”齐桓公听后，连忙起身鞠躬施礼说：
“我与士大夫们都不要忘记鲍先生的话，齐
国的江山就会永远稳固。”这就是“毋忘在

莒”典故的由来。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实际是发生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莒国。当时，齐国军队伐
晋未果，返回时顺道攻打莒国，也以失败而
告终。在这场战争中，齐国大将杞梁战死在
莒国。杞梁妻寻丈夫遗体返齐，悲痛欲绝，
长哭不止，终将齐长城哭倒了大片，而后投
淄水而亡。这便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原
型。后来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的暴政，修
万里长城，就把它演绎到孟姜女送寒衣哭倒
长城上面了。

刘勰与第一部文学批评
巨著《文心雕龙》

刘勰，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
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自幼早孤，
家世寒微，但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精研经
纶，37岁时著成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文心雕龙》而声名大振，备受当时文人学
士的推崇和赞赏，是为一代宗师。晚年的刘
勰遁入空门，燔发为僧，在莒县浮来山定林
寺，清灯漫卷、晨钟暮鼓里过着校经著术的
雅士生活。《文心雕龙》共计三万七千余
字，分十卷五十篇，书超前人，体大而虑
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该书初步建立了
文学史的观念；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
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从创作的
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
失败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该书对后世影响颇大。是一份十分宝贵的文
化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浮来山

浮来山，位于莒县西部约9公里处，秀奇
玲珑，山上有商周老树、晋代古刹、隋唐庙
庵、古藤绕树、松柏参天、美禽栖枝、奇鸟
鸣林，令人心旷神怡。莒鲁国君盟于浮来、
东晋高僧竺法汰讲《禅定》、慧地校经、昙
观送舍利、三丰传丹术……尚有遗迹存在、
志乘可查。浮来山在莒县民间又有“福来山”之
称，有天官赐福于此山之美誉，当地有民谚：

“人到浮来福自来，常到浮来福常在。”

“天下银杏第一树”
“天下银杏第一树”，生长在莒县浮来

山定林寺内。据考证，这棵古银杏树生于商
周时期，树高26 . 3米，树围15 . 7米，树龄近
4000年，至今仍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堪称
生物界中的“活化石”。鲁国国君与莒国国
君曾在该树下结盟修好，可见，当时此树已
是树大招风，名声在外了。

1500年前，中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
在这棵大树下的小楼里写出了著名的文学理
论著作——— 《文心雕龙》。1982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曾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并向全世
界播放过大树的神奇雄姿。

古树发声，是这棵古树的一大趣闻。在
春季晴天的晚上，夜阑人静之时，人们有时
会听到树干里发出一种奇特的声响，似乎有
人紧闭双唇从鼻腔内发出来的声音，似哼非
哼，或由弱到强，或由强渐弱，每次都持续
十几秒钟，重复数遍。有好奇者，常常星夜
厮守，以求亲闻为快。当地民间有谚：“古
树发声，太平年丰。”

怀中生子，是银杏王的又一趣闻。银杏
树属裸子科乔木，通常以果实萌发新苗，传
宗接代。但在1959年冬，定林寺的管理人员

从古银杏树上拔出一根枝条植在古树西20米
处，很快成活，并茁壮成长。更令人称奇的
是，在古树裸露的根隙中，还长出了3棵年幼
的银杏树，大的一棵胸径达到4米，树身笔
挺，主干超过了母树。

一棵古树，承载历史，寄托未来，沉淀
勃发着千年灵气。

屋楼崮：有巢氏的起源地
屋楼崮坐落于莒城东20里，是《史记·封禅

书》称之为“四时主”或“日月之所出”的琅琊诸
山之一，是莒地先民“山头纪历”的测日点。莒
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刻有图像文字的
大口樽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

相传有巢氏始起于此地。《通志》认

为：“有巢氏又曰大巢氏，伏羲之后，大庭
氏十传为有巢氏，居石楼。”人类“构木为
巢，以避群害”起源于莒地，其先祖有巢
氏，便是栖居于屋楼一带的莒地先民，山因
以得名。《通志》和《绎史》均以有巢氏所
治的屋楼崮，是巢楼之制始起的地方，由此
可推断，莒地不但是巢楼之制的故乡，而且
是测时纪历的源地。

莒州博物馆
莒州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 . 6万平方米，是

山东省三大县级博物馆之一，馆藏文物2万余
件，其中国家级文物200多件，系统展示了莒
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久远传承。莒州博物馆是

融文物陈列、书画展览、文物修复与保护、
学术研究、旅游接待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博物馆，对于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
求，提升莒县的文化品位和对外知名度，促
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也必将为宣传和传承莒文化、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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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 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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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县名片

中国莒文化高层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先秦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化厅
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山东师范大学
日照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莒文化
研究中心
日照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中共莒县县委
莒县人民政府
莒文化研究院(筹)

天地悠悠，岁月淹留，莒地纵古之先民以其强健的步伐，在人类文明之路上迈进的轨迹，虽经沧桑变迁，但仍为后人留留下了众多的名人轶事和名胜古迹。

在这片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融汇现代文明的热土上，莒县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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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文化概况
古莒文化源远流长。

莒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和
沉淀，是独具特色的史前
文化，被公认为是和齐文
化、鲁文化并称的山东三
大古文化。莒县作为山东
省历史文化名城，建都设
邑历史悠久，夏设城邑、
商建姑幕国、周为莒国，
两汉时期为城阳国都治，
后为州为县，具有史不绝
书的辉煌。这里的文化根
系可追溯到几万年至几十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
万年前初现人类早期文
明，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
化时期已闪耀着极其辉煌
的光彩，这一时期莒地先
民们创造了多种形象的陶
文，特别是陵阳河遗址出
土的陶文将中华民族文明
史上推了近千年，被认为
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现
代汉字的祖型。

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
先声和前导，是中华多元
文化体系中深具特色的重
要地域文化之一。古莒文
明在当时的齐鲁大地居于
领先位置。考古发现证
明，处于黄河下游的山东
地区，在莒文化区域中出
土的细石器，是唯一的。
这个发现进一步确立了古
莒文明在齐鲁大地中的地
位。莒地先民最早发明了
酿酒工艺；莒人最早发明
了纪历之法；莒人开创了

祖国中医药与针灸的先
河；古莒国成为山东区域
最早发行铸币的国家。莒
文化联带南北、通贯中
西，为古代文化的纵横交
流作出了突出贡献。莒文
化与齐、鲁文化始终在交
流融汇。在西周和春秋长
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
齐、鲁、莒文化沿着各自
独特的道路发展，使山东
地区的文化格局里显现出
多元化状态。

据史学家最近考证：
莒地是舜和禹的出生地；
齐国姜太公家邦在此；曾
子仕于莒；汉匡衡勤奋好
学以明经至光禄大夫、太
子少傅；硕学鸿儒郑玄曾
在此聚徒讲学；诸葛亮、
王羲之、刘勰、颜真卿等
文武雄才辈出。其中刘勰
撰写的《文心雕龙》开我
国文学批评之先河，成为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
评理论专著。豪爽无私的
莒人义无反顾地收留齐国
逃难者——— 公子小白，成
就了春秋五霸之首齐桓
公，且留下了“毋忘在
莒”的千秋佳话。

可以说，莒文化虽然
在秦汉之后融入了中华文
化之瀚流，但其在历史上
确是以东夷文化之主干屹
立于山东文化之林，并产
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平题词

莒莒州州博博物物馆馆

层层楼楼春春晓晓

“ ”

“ ”

大大口口樽樽

封封口口白白陶陶鬶鬶


	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