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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之地，孔孟之乡，学术文化源远流长,作
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先秦时期齐鲁文化的
形成开始，到春秋时期儒家文化的兴盛，这片土
地自然地积累起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东晋义熙六年（410 年，即北魏永兴二年）
灭南燕起，直到北魏皇兴二年（468）攻占南朝宋
的青、齐二州，在近 60 年中，青齐地区一直处于
江左政权的统治之下，其文化也受到南方影响。
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
城归附，彭城（徐州）纳入北魏版图。

北魏王朝是古代中国从动荡分裂的魏晋南
北朝时期转向统一强盛的隋唐大帝国的关键阶
段。处在如此重要历史转折点的北魏王朝，特别
是它的前期——平城时代的近百年里，民族迁徙
融合，文化交流认同，中西往来频繁，开放融合的
文化形态和兼具东西的社会生活，丰富而生动。
文史专家宋志强说，皇兴三年（469），北魏平青齐
后，徙守将崔道固及当地士望、民户数百家于魏
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南之桑干新城，立平齐郡使
之居住，称平齐户（或平齐民），并以崔道固为太
守。这其中就有刘芳、崔光、蒋少游等“青齐士
望”，在礼乐文化、朝仪职官制度、律令、衣冠服
制、都城规建等诸方面，对仰慕中原文化的孝文
帝的汉制变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芳，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为名门之后，曾
为《吊比干文碑》作注，并上表孝文帝。“芳沉雅方
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
访顾”，并“以芳经学津洽，超迁国子祭酒”。

崔光，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太和
六年（482），被授予中书博士，转任著作郎，与秘
书丞李彪一起参与国史编写，后升任中书侍郎、
给事黄门侍郎。崔光风素虚远，学业深长，孝文
帝常说：“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
文宗也”。

蒋少游，乐安博昌（今山东博兴）人，“性机巧，
颇能画刻，有文思”。平城皇信堂堂内四周之古
圣、忠臣、烈士的画像，就是他和彭城张僧达所
画。蒋少游身兼将作大匠，孝文帝“于平城将营太
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趾”，不
但参与了平城宫城的设计与营建，还主持了国家
冠服的改制。他善画人物及雕刻，北魏大型皇室
工程——云冈石窟的营造，也应少不了他的匠思。

在平齐民中尚有刘峻，与沙门统昙曜以及吉
迦夜在平城武州山石窟寺译经。其有两大著述：
其一为《世说新语》作注，引书 160余种，至今为士
林传咏；其二为《类苑》，120卷，隋唐三志皆著录。

宋志强说，刘芳、崔光、蒋少游等，只是平齐
民中的代表人物，关于平齐民在南朝文化制度北
传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陈寅恪先生指出：“其所以
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

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
致身通显也”。

山西大同大学马志强教授谈及青齐士人在
北魏的科技贡献，列举贾思勰著述《齐民要术》，
认为这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业全书，也
是世界上最早最有价值系统的科学名著。它是
北魏民族大融合土壤中的产物，也是北魏统治者
重视农业生产、重用青齐士人的硕果。另外，青
齐士人的医学技艺是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
如史书中所言“自李修以下若干南朝医师以平齐
之役徙入代京,虽多供职宫中,然前后撰药方百数
十卷传播国中,则永嘉而后若干岐黄医术转辗而
南者,至此又传入中原。”

长城文化学者刘志尧说，大同与山东在民族
融合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有着历史文化的呼应现
象。太延五年（439），北魏覆灭了北凉，统一北
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同时，迁凉
州居民 3 万户往京师平城，其沙门佛事也随之东
迁,“象教弥增”，平城逐渐发展成为北方佛教中
心。与此同时，青州一带亦是佛教传播的重镇。
东晋义熙八年（412 年，即北魏永兴四年），法显西
行印度取佛经回到青州，并在此逗留一冬一夏，
译经、传播佛法，青州佛教也日趋兴盛。因大量
青齐士人、工匠、僧侣西来平城，云冈石窟中期造
像的“褒衣博带”以及晚期造像的“秀骨清像”，亦
或受到青州造像的影响。

鲜卑族入主中原后，尊孔崇儒日胜。世祖始
光三年（426），起太学于平城东，内祀孔子；特别是
平青齐后，孔子故里归属北魏，献文帝急以中书令
高 允 前 往 曲 阜 以 太 牢 祭 祀 孔 子 ；太 和 十 三 年

（489），孝文帝又在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中
国古代于曲阜之外的中国国土上所建的第一座孔
庙。与此相配套，孝文帝又于太和十六年（492）改
谥宣尼为文圣尼父，并以孔子后裔为崇圣大夫、崇
圣侯奉孔子之祀，复于曲阜孔庙所在兖州及全国
各州郡修缮、设立孔子庙并祀以常礼。

北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尊孔崇儒，表现得尤为突出，不仅为自身政权的
合法性与正统性提供支撑，也充分体现出对中原
优秀传统文化的仰慕和认同，这也为后世辽、金、
元、清少数民族政权归流于儒家文化起到了表率
作用，在为民族大融合奠定了文化基础的同时，
也是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几千年延绵不
断的重要因素。这其中的“青齐因子”，在南北学
术文化的发展、交融和演变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
要的角色，为北方儒学礼教政治的全面推行做出
了突出贡献，从而使以浸润了中原儒家文化的鲜
卑族为代表的北方各族，以非凡的勇气主动融入
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雄浑
之气。

山岳祭祀与天下一统

泰安市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大汶口博物
馆、齐文化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每一处都满
是宝藏，走进每一道门，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
化、岳石文化……走进济南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门口地上便是山东早期文明演进图，我们就这
样双脚踏着演进图前行，仿佛在穿越一段久远
的历史。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黄
淮下游地区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区别于邻近区
域同时期的其他文化。这个文化区分布于山东
全境和江苏、安徽北部的部分地区，学术界将其
命名为“海岱文化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
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黄河流域是早
期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长江下游是另一个中
心，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序列，是与黄
河中游相对的另一个文化圈。”

海岱文化区早期历史时期是夷人的天下。
《说文》：“夷，从弓从大，东方之人也。”传说夷人
的首领后羿善射，而大汶口文化的男性平均身高
1.72 米，比仰韶文化男性平均身高 1.68 米要高
大，他们的后裔现代还是山东大汉。夷人特别崇
拜鸟，所以有许多鸟类造型的陶器，形态质朴可
爱，有的还成为镇馆之宝。

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阶段是海岱文化区
域从蛮荒步入文明，从巨大变革走向鼎盛的时
期。距今约 6500—4500 年的大汶口文化，是分
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在
大汶口博物馆进口处，我们与八角星纹彩陶豆不
期而遇，此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
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
陶衣上绘有 5 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纹饰构图对
称，色彩对比强烈，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纹
饰有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
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取天圆地

方之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天地自然的
敬仰。那是一个肥沃的冲击平原上对太阳的赞
颂与讴歌，文明的曙光在大河之间熠熠生辉。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继武曾带领考察组先
后考察了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
家文化等早期文明，他认为，如果说广泛分布于
甘肃、河南、山西的仰韶文化，还在满天星斗的文
明序列中各自璀璨，那么在大汶口则属于流域文
明中早期民族融合后先进族群的自我认同，反流
滋养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并从这里激荡着
先民对宇宙的认知和图腾流进了红山文化和良
渚文化的基因中。这是一次上古文明的文化聚
合，更是一次先进民族的图腾创造。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
器时代晚期，属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距今 4000
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
等省。山东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
民创造的远古文明。龙山时代除农业较过去有
较大发展外，手工业的成就更为突出。一是铜器
的制造更加成熟，二是制陶业中普遍使用快轮，
三是玉器制造向高精方向发展。山东龙山文化
因以黑色陶器为主要特征，又称为“黑陶文化”。
山东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蛋壳黑陶高柄
套杯，整体上规整匀称，薄脆如蛋壳，能完整留
世，实属罕见。蛋壳黑陶杯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
化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其制作工艺举世无
双，被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
制作”，体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以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其后的岳石文化
为代表的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青
铜时代早期文化，是与中原同时代文化并行发展
的区域文化，它跟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也有密切
的交流、融合和对抗，它的许多文化因素通过这
样那样的方式，最后汇入到商周文明的洪流中，
成为早期中国文明的重心所在，共同带动了早期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泰安市博物馆藏品泰安市博物馆藏品

我们的祖先在初民时代就产生了以山岳为
对象的自然崇拜。山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来
源，而且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当时的人们认为山
是神灵在人间的活动场所，是人与神之间交流的
阶梯，也是人去世后灵魂的归处。随着国家的产
生，山岳又被赋予了政治使命，在我们先民的政
治理念中，山岳具有镇压邪恶、安邦定国的超自
然的神力。到西周时期形成了完善的镇山制度，
据《周礼·职方氏》记载，天下九州每一州都有自
然力的神山。隋唐时形成五岳、五镇的山岳祭祀
体系—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
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东镇沂山（山东）、西
镇吴山（陕西）、中镇霍山（山西）、南镇会稽山（浙
江）、北镇医巫闾山（辽宁）。山岳崇拜之外还有
对水的崇拜，合为山川崇拜，以山水指代江山社
稷，相应的国家祀典称为岳镇海渎祭祀。唐宋以
后，其祭祀的对象在五岳、五镇之外，还有四海、
四渎，合称为岳镇海渎祭祀。

此 次 山 东 考 察 的 第 一 站 就 是 泰 山 脚 下 的
岱庙，岱庙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拜泰
山神的地方。泰山，自古就有五岳之宗、群山
之祖之说，号称“东天一柱”，屹立东方，更被世
人赋予了“天下第一名山”的美誉。相传，远古
72 位君主曾来此封禅、祭祀。后来，包括秦始
皇在内的 6 位封建帝王先后前来封禅。同时，
逢国家有战争、立储、祈雨、驱旱等大事发生，
历代帝王或亲临、或派重臣均到此祭祀，使泰
山 又 成 为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国 家 祭 祀 重 地 ，有 了

“国山”的美名。
山西大同大学孙瑜教授说，泰山封禅属于山

岳祭祀，先秦已有。但是，作为集权统治制度意

义下的泰山封禅始于秦始皇，是特殊的山岳祭
祀，是山岳祭祀的最高规格，不同于普通的岳镇
海渎祭祀。“天下一统、天下太平”是它所具有的
政治意义和标准。泰山封禅既体现皇帝的威严，
更强调作为帝王保障天下太平的责任，因此，历
代帝王并不是都曾进行过泰山封禅，它是帝王的

“政治理想”。
北岳恒山是大同境内名山，孙瑜说，北岳祭

祀亦属于山岳祭祀。隋唐时期，北岳祭祀作为岳
镇海渎祭祀的一类，是写入国家政令法典的常规
祭祀，历朝历代皇帝在位期间按规定都要履行的
政治义务。北岳祭祀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祀典，体
现了“天人合一”“天下一统”“君权神授”的儒家
政治理念，是历代帝王彰显皇权、强化国家认同
的一条途径。北岳祭祀的政治意义在于天子居
中，昭告天下，彰显皇权。其次是军事意义。山
岳崇拜中，北岳神作为护佑北方的神灵，对解除
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具有一定的军事庇护功能。

自隆庆五年（1571）明蒙达成通贡及互市协
议后，战事不再是大同地域汉蒙交互的主流，北
岳祭祀的意义也因之而下降，自明中叶以来对
于北岳改祀的反对之声亦未停止。然而，清廷
还是决定改祀，并对北岳祭祀给予了足够的重
视。究其原因，应是对于北岳祭祀政治意义的
看重，清廷意在通过浑源北岳祭祀彰显其王权
统治。故而清廷在顺治十七年（1660）下诏，北
岳 祭 祀 从 河 北 曲 阳 移 至 山 西 浑 源 。 雍 正 元 年

（1723）正 月 ，雍 正 皇 帝 嗣 位 致 祭 北 岳 之 碑 ，以
汉、蒙两种文字书丹、勒石。北岳祭祀碑中“双
语碑”的出现，在促进民族融合、民族认同方面
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青州风格与云冈模式

佛教与石窟文化一直是考察组重点考察对
象，此前已先后考察了龙门石窟、天梯山石窟、麦
积山石窟、敦煌石窟等，与大同历史上的云冈石
窟及佛教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此行重点考察
了青州造像。

青州佛教的大发展，是在皇兴三年（469）地
入北魏版图之后。北魏攻掠青齐是青州佛教发
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原释风劲吹青州。
此时青州佛教的迅猛发展与最高统治者对佛教
的笃信和推崇有着直接关系。就整个北朝而言，
除去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周武帝宇文邕两度毁佛
外，其他帝王均大力提倡佛教，总体上说这是一
个崇尚佛教的时代。

学者谷敏说，早在青州地入北魏前，文成帝
就已下诏，规定各州郡县，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
各建立一座寺庙，任其费用，不设限制。由于帝
王崇尚佛法，百姓和官员便纷纷效仿。到了正光
以后，天下多难，徭役繁重，平民争相出家。此时
青州地区佛风煽扬，造像结社组织“法义”“邑义”
已在城乡地区普遍兴起。这些结社组织的造像
活动，屡屡见诸金石文献。仅据光绪《益都县图
志》记载，出土于今青州境内的北魏时期造像题
记即有 9 条，其中明确提到是由“法义”“邑义”进
行造像活动的就达 6 条之多。佛教结社组织的
大量存在，正反映出当时青州一带佛教的兴盛和
普及情况。

青州最著名的佛寺是龙兴寺。龙兴寺始建
于南北朝，唐宋为其鼎盛时期，于明代洪武年间
被毁。1996 年 10 月在青州市的一所学校操场工
地上发现龙兴寺旧址窖藏，清理出东魏、北齐至
隋、唐和北宋各类佛教造像 600 余尊，其中以北
魏、东魏和北齐 3 个朝代的佛像数量最多。现藏

于山东博物馆的这些造像，惟妙惟肖，美得令人
惊叹。古建专家白志宇说，这批造像大多还保留
着原来的贴金彩绘，其艺术风格总体有别于新
疆、凉州和云冈石窟早期雕刻，形成了所谓的“青
州风格”，但其“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式样又
与云冈石窟中晚期以及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接
近，体现了不同时期多种文化交融对于佛教艺术
的影响。

山西大同大学杨俊芳副教授认为，山东的
地域文化形态、民族融合的表现与地处边塞的
大同有很大不同，山东的文化遗存有着强烈的

“中国意味”，即使是来自于印度的佛教造像也
在 青 州 有 了 浓 郁 的 中 国 儒 道 思 想 的 审 美 旨 趣
——沉静、内敛、安静、喜悦、唯美、平和、华丽、
自信、飘逸。可以这么说：“山东很中国”。大同
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动荡与碰撞之后的深度交
融与文化重构，云冈石窟的造像在不足百年的
雕凿历程中，体量和规模空前绝后，更关键的是
它以开放的胸怀和气度融汇了印度希腊化王国
与东亚草原民族碰撞后的贵霜帝国犍陀罗佛像
的精髓，把欧亚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林居文明、
山地文明与汉民族的儒道思想大胆结合，创造
了不断变化中的云冈模式。

历史上，大同是民族的阵痛地带，也是文化
交流的璀璨之地。比之中华文明的主流区域山
东的中国底气，大同更多的是游牧民族的霸气，
与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壮烈与多彩。野蛮与豪情、
霸气与热血、兼容与改革、自由与多元、平等与抗
争……，从胡服骑射到孝文汉化，从辽金奔袭到
明清风云，从平城到大同，把天下大同的人类理
想演绎得酣畅淋漓、热血沸腾，充满了民族融合
无比壮烈多彩的动感和鲜活气象。

海岱文化与文明演进

太行分隔了山东和山西，可黄河又让它们紧紧牵手。山东和山西，都是人类文明发祥
地，但山西与山东分属中原文化与海岱文化，又使两地存在不少异同，山东是地道中国味
儿，山西是璀璨中国魂。山东是中华文明主流意识形态的诞生之地，不论是五岳之首泰山
之山岳崇拜，还是孔孟儒家思想的孕育产生与传播，这种对先秦文化的继承与光大，奠定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形态与发展趋势。古代华夏满天星斗多种文化碰撞后的强大
凝聚力，与这种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铸就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框架。从大汶
口彩陶纹饰中的八角星，到龙山文化钟鸣鼎食的开启；从自然崇拜的彩陶文化，到以动物
崇拜为主的青铜文化，再到秦汉的一统，隋唐的盛景，即便有春秋战国的纷争、魏晋南北朝
五胡十六国的的厮杀、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分裂与聚合，中华各民族之间以及与外来民族
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持续而互动的，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探究文明之源，寻觅南北交融之史，前不久，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专家、学者
赴齐鲁大地进行深入考察，沐浴郁郁鲁风，交感泱泱齐风，回望山岳祭祀文化，仰观青州风
格造像，大家深感这是一次文化之旅、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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