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青州市委、市政府
把文化建设作为全市中心工作之一，站在文化要走在前
列的新高度，立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壮大社会主
义现代文化，全力建设“文化名市”，开启了新时代文
化振兴的新征程。

青州是古九州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悠久的
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得青州成为一片文化沃土，
文化名人、名胜、名牌、名品、名馆、名典、名事等文
化“七名”不胜枚举。潍坊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建设
“文化名市”的战略目标，青州市也将“文化名市”建
设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搞好文化遗产保护，彰显城市人文历史和独特的文
化魅力，青州市在全市深入实施文化“七名”挖掘整理
工程，进一步丰富“文化青州”内涵。

通过社会征集、基层推荐、专家研讨等方式，系统梳
理总结青州籍或在青州为官、客居、游历过的历史名人，
境内风景名胜和历史遗存，与青州相关的典故、成语、重

大历史事件，以及城市文化品牌、特色文化产品、知名文
化场馆，对文化“七名”进行深入挖掘。目前，已整理形
成青州市文化“七名”名录第一期，共70个项目。这些文化
“七名”，涵盖不同时期青州文化的各个层面，既体现历
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彰显当代文化的时代风采，成为了
解青州历史的窗口和展现青州文化的载体。

深入挖掘文化“七名” 全力塑造魅力青州

一、文化名人
慕容德 、苏德祥 、韩熙载 、李

成、燕肃、王曾、范仲淹、富弼、欧
阳修、张唐卿、李清照、杨妙真、于
钦、普颜不花、唐赛儿、朱佑楎、石
存礼、陈经、黄卿、杨应奎、王基、
冯起震、钟羽正、冯琦、赵秉忠、房
可壮、李文藻、丁殿祥、孙文楷

二、文化名胜
青州古城、云驼风景区、仰天山

国家森林公园、泰和山风景区、范公
亭公园、井塘古村、偶园、弥河文化

旅游度假区
三、文化名牌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书画)之
乡 、中国长寿之乡 、中国农民画之
乡、中国收藏文化名城、中国红丝砚
之乡、科举状元之乡

四、文化名品
青州红丝砚、青州花毽、根雕、

挫琴 、青州府花边大套 、山东八角
鼓、青州宣卷、青州农民画、青州石
雕

五、文化名馆
青州博物馆、非遗博物馆、农民

画博物馆、民间收藏博物馆、李清照
纪念祠、三贤祠

六、文化名典
青州从事 、绿肥红瘦 、探囊取

物、人无寸高
七、历史文化名事
设立青州刺史部，南燕国兴衰，

范仲淹、欧阳修知青州，李清照在青
州、邢玠抗倭援朝、青州兵镇江抗英

山水为体，文化为魂。青州境内风景名胜众多，自
然风光秀美，青州古城、云驼风景区、仰天山国家森林
公园、泰和山风景区、范公亭公园、井塘古村等景点吸
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成为省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通过全面破题“文化+旅游”，青州市深入挖掘景区
文化，把文化元素注入到旅游开发中，实现文旅融合发
展，用文化为旅游产业铸魂，推动旅游业上档升级，着
力打造一批彰显青州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知名文
化旅游品牌。一是打响“青州古城”文化旅游品牌。深
入挖掘青州古城历史文化底蕴，整合青州古城、云门
山、博物馆三个文化旅游板块，以历史文化积淀为内
涵，注重挖掘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城防文化、古建文
化等文化精髓，推进景区项目建设，并将各类文化展演
活动有机结合在古城旅游之中，使得千年青州古城成为
目前省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活古城。2017年2月，青州古
城旅游区成功晋级国家5A级景区。二是大力发展乡村文

化旅游。以井塘古村为龙头，依托优质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立足自然生态、人文遗迹、特色农业优势，挖掘
历史传说和民俗文化，打造文化古村落，借力文化内
涵，全力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全市20个乡村文化旅游
示范村遍地开花。三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
护。青州市对全市非遗项目和文化线索进行了大普查，
全面挖掘民间文化遗产资源。目前，全市已有国家级非
遗项目1项，省级非遗项目10项，潍坊市级非遗项目44
项。为实现非遗项目的活态传承，努力将非遗项目转化
为文化生产力，依托非遗艺术团、非遗传习中心、非遗
传习坊等院团，在古城、范公亭等景区开展40多个非遗
项目的集中展示展演，向广大游客和市民免费展示优秀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增加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又提高
了非遗传承和保护力度，这种“文旅结合、传保并重”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被省政府授予首届山东
省文化创新奖。

山水画鼻祖李成

李成(919年—967年)，字咸熙，五代宋初画家。祖父
于五代时避乱迁家营丘(今山东青州)，故又称李营丘。擅
画山水，师承荆浩、关仝，后师造化，自成一家。多画
郊野平远旷阔之景。平远寒林，画法简练，气象萧疏，
好用淡墨，有“惜墨如金”之称；画山石如卷动的云，
后人称为“卷云皴”；画寒林创“蟹爪”法。对北宋山
水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北宋时期被誉为“古今第
一”。存世作品有《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晴
峦萧寺图》《茂林远岫图》等。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约1156年)，宋代(两宋之交)女词人，

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济南)人。她出生于书香
门第，早期生活优裕，18岁与赵明诚结婚，24岁随夫回
到青州，“屏居乡里”，专心金石研究和诗词创作，夫
妻共同在青州生活了14年，后赵明诚出任莱、淄知州，
李清照或在任所，或居青州，又是7年的时间。在青州生
活期间，是李清照一生中最为安定和幸福的时期，写下
了一生中近一半的作品。李清照对青州有着无限眷恋，
在晚年所作《金石录后序》中，写到“甘心老是乡
矣”。今青州范公亭公园内建有李清照纪念祠，以纪念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词人。

青州“六状元”与“海岱七子”

六状元：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
种基本制度，据史书记载，自唐代高祖武德五年(622年)
科举考试有状元名称以来，至清末1905年最后一名状
元，共产生了777个文武状元。其中，姓名、籍贯均可
考者约440人，今山东地区共有36名，其中仅今青州市
范围内就有6人，数量之多，仅次于孔子故里曲阜的7
人。这6名状元，即文状元苏德祥、王曾、张唐卿、普
颜不花、赵秉忠，武状元丁殿祥。由此，青州被誉为科
举状元之乡。

海岱七子：明嘉靖年间，冯裕等青州文人组建“海
岱诗社”，与杨应奎、陈经、黄卿、刘渊甫、刘澄甫、
石存礼等人号称“海岱七子”，定期集会，以诗词唱
和，创作颇丰。后编辑刊印《海岱会集》，共12卷，收
诗词749首。“海岱七子”的诗文推陈出新，写“性
情”，直抒胸臆，不重雕饰，清新流畅，不娇不艳，堪
称明代诗坛奇葩。

青州从事：好酒的代称，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
新语·术解》：“恒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则令先尝，好
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

绿肥红瘦：指暮春时节，绿叶茂盛，花渐凋零。出
自宋·李清照《如梦令》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
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

探囊取物：比喻能够轻而易举地办成某件事情，出
自《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煜》中韩熙载与友李谷对
话：“中原若用我为宰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人无寸高：“人无寸高，何须自大”告诫人们不要
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青州城南云门山上的摩崖巨
“寿”，仅寸字就高2 . 3米，故有“人无寸高”一说。

青州，1986年由原益都撤县设市，现辖12个镇、街
道，1个经济开发区，面积1569平方公里，人口94 . 5万，有
回族、满族等31个少数民族近3万人。

作为中国古九州之一，青州钟灵毓秀，风雅云集。范
仲淹、欧阳修、李清照等名垂千古的文化名人，在青州或
为官、或客居，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厚的积淀，留给青州
数不尽的历史文化遗产，青州古城城建格局完整，脉络清
晰，国内外罕见；云门山摩崖巨“寿”天下第一，驼山石
窟造像群极负盛名；青州博物馆、非遗博物馆、农民画博
物馆、民间收藏博物馆、李清照纪念祠、三贤祠等文化名
馆，如散落的珍珠，在古城熠熠生辉；红丝石、花毽、挫
琴等文化名品，将青州人的生活装点得七彩斑斓；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一个个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
让青州文化光彩夺目。

青州文化“七名”名录

“文化+”托起大旅游

冠绝古今的文人雅士

历史典故中的青州

立足深厚的文化底蕴，青州市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凝聚特色产业集
群，书画、收藏、红丝石“三朵金
花”并蒂盛开，成为最具魅力和活力
的特色文化产业，青州也被评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书画)之乡、中国农民
画之乡、中国收藏文化名城、中国红
丝砚之乡。

为推动书画产业从零散经营到
集群发展，青州市优化书画产业布
局，出台一系列培植文化产业发展
的优惠政策，引导书画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全市形成了九大书画市
场、六大书画写生创作基地、五个
书画交流培训平台、三个民间支持
体系在内的书画产业集群，书画交
易模式也从零零散散的地下交易，
发展到电商交易、拍卖会交易。目
前，全市书画从业人员5 . 5万人，经
营业户近千家，年交易额120亿元，
青州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书画收藏
交易中心。中国美协、书协写生创
作基地双双落户青州，成为全国唯
一的双基地县级市。率先发布一级
市场书画指数，为全国书画产业树
起“风向标”。土生土长的青州农
民画，也从深藏民间的“小家碧
玉”成长为走向国际的“大家闺
秀”。3万多耕田种地的新型农民，
纷纷拿起画笔，描绘新农村美好生
活。市里先后成立了10个农民画专
业合作社，发展农民画“电商”100
余家，为农民致富奔小康蹚出了一
条文化新路。中国农民画联合国巡
回展览青州展等国际大展，让青州

农民画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以成功创建“中国收藏文化名

城”为契机，引导艺术品市场规范发
展。依托中国中晨(青州)国际文化艺术
小镇、大明衡王城艺术品市场、泰丰
书画古玩城等艺术品市场，规范提升
艺术品交易市场建设，打造在省内甚
至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书画、奇
石、古玩收藏、根雕等艺术品市场。
目前，书画、古玩、陶瓷古砚、像
章、赏石、钱币、玉器、根雕、烟标
等各类收藏人员近10万人。

挖掘红丝石内涵，重塑地域特色
产业。青州红丝石是富含文化内涵的
赏石珍品，红丝石砚是中国“四大名
砚”之一。近几年，在市委、市政府
的重视下，大力规范红丝石产业，制
止滥采乱挖，提升产品档次，规范市
场交易，全市形成了一个繁荣发展的
红丝石文化产业，红丝石专业文化市
场2处，从事红丝石砚经营、研究、
制作者3900多人，青州红丝砚影响力
越来越大。

书画、收藏、红丝石 “三朵金花”艳古城

北宋“三贤”知青州

北宋年间，青州相继迎来了三位
贤明知州。他们为官一任、勤政为民
的事迹，千百年来一直为当地百姓所
传颂。

富弼 ( 1004年—1083年 )，字彦
国，1047年(庆历七年)至1051年(皇祐
三年)，以资政殿学士加给事中知青
州事，兼京东东路安抚使。富弼到青
州后，正值黄河以北发生大水灾，大
批灾民涌向青州。面对灾情，富弼精
心心筹筹划划，，创创出出了了一一套套行行之之有有效效的的方方
法法：：他他动动员员所所属属各各州州县县腾腾挪挪公公私私房房舍舍
1100余余万万间间，，把把灾灾民民分分散散安安置置，，组组织织当当
地地官官员员分分区区管管理理；；劝劝说说本本地地富富户户捐捐献献
粮粮食食，，开开仓仓赈赈粮粮，，计计划划供供应应灾灾民民；；并并
下下令令山山林林坡坡泽泽中中可可供供食食用用的的，，任任凭凭灾灾

民采集。第二年，青州小麦丰收，又
根据灾民归家路程的远近，发给不同
数量的粮食，并从灾民中选拔1万多
青壮年招募当兵。富弼青州救灾在朝
野引起很大轰动，仁宗皇帝对此大加
赞赏。《宋史·富弼列传》中赞扬富
弼的救灾之法称“自弼立法，简便周
尽，天下传以为式”。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
文，庆历新政失败后，被罢参知政事
而任职地方，1051年(皇祐三年)接替
富弼，以户部侍郎知青州。虽已是迟
暮之年，但他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处
理公务，还经常到百姓中体恤民情。
他在青州任职时间很短，不到两年，
但他身体力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实实在
在地赈灾、平抑物价、控制疫情，得
到了青州黎民的赞扬和爱戴。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
叔，于l068年(熙宁元年)l0月以兵部尚
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
州期间，奉行“宽简而不扰”的施政
方针，深受当地百姓欢迎。欧阳修的
““宽宽简简而而治治””，，并并不不是是政政事事废废弛弛、、无无
所所作作为为，，而而是是不不扰扰民民，，不不滋滋事事，，不不苛苛
急急，，不不繁繁琐琐，，予予民民方方便便，，休休养养生生息息。。
公公务务之之余余，，欧欧阳阳修修寄寄情情青青州州山山水水、、赋赋
写写诗诗文文，，写写下下了了《《留留题题南南楼楼》》《《春春晴晴
书书事事》》等等脍脍炙炙人人口口的的诗诗句句。。

三元宰相王曾

王曾(978年—1038年)字孝先，北
宋青州益都人，北宋仁宗时名相。王
曾少年孤苦，善为文辞。咸平年间，
王曾连中三元(解试、省试、殿试皆
第一 ) ，考中状元后 ，出任济州通
判，累官吏部侍郎，两拜参知政事。
宋仁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即担当宰相职务。王曾
为官正直，善直谏，曾被三次罢相贬
官。第二次罢相时，出任青州知州，
做了很多惠民好事，特别是重视教
育，大兴州学，得到了朝廷的褒奖，
成为当时全国学习的榜样。

明代清官钟羽正

钟羽正(1554年—1637年)，字淑
濂，号龙渊，明末大臣，益都(今青
州)钟家庄人。自幼勤奋好学，万历
八年，进士及第，官至工部尚书。
1624年(天启四年)，逆党霍维华追理
““梃梃击击””等等三三案案，，已已隐隐退退的的钟钟羽羽正正，，
又又以以““委委身身门门户户””之之罪罪被被削削职职夺夺官官，，
直直到到崇崇祯祯初初年年，，才才又又给给他他平平反反复复官官。。
11663377年年((崇崇祯祯十十年年))冬冬，，8833岁岁的的钟钟羽羽正正
在在故故乡乡去去世世，，赐赐太太子子太太保保。。著著有有《《崇崇
雅雅堂堂集集》》《《青青州州府府志志》》诸诸书书。。

流芳百世的名臣贤相

青州名片

青州古城—阜财门

李清照纪念祠

翰墨青州·中国书画年会

范公亭三贤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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