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花洲畔开讲“一带一路”济南故事
“丝路之源 济水之南”文化旅游研讨会昨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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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丝路之源，济水之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研讨会在省城举行。 记者 雍坚 摄

□记者 李明

实习生 薛润华

生活日报8月6日讯 男

耕女桑一针一线精工齐纨鲁

缟，东成西就一带一路匠心汉

风唐韵。为迎接世界摄影大会

在济南召开，省城历史文化街

区——— 百花洲“一带一路”展

厅6日正式对外开放。开放首

日，来自驻济高校、济南社科

院、文史界、传媒界的专家学

者齐聚展厅现场，一场以“丝

路之源，济水之南”为主题的

文化旅游研讨会热烈举行，讲

述关于“一带一路”的济南和

山东故事。

6日上午，新开放的百花

洲芷兰第“一带一路”展厅汇

集了国内的幌子图片、幌子实

物，展现齐鲁商业的发源；另

外展厅还通过模拟图片以及

东晋曲水流觞“茶砖”、北宋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版(复

制品)等老物件展示了齐鲁大

地古代商业的发展历程。在文

化旅游4 . 0时代，“一带一路”

展厅为老济南的文化旅游增

添了国际化视角和题材。该展

厅通过互动化、体验化的拓

片、乡饮等活动，塑造具有国

际化、地域化品牌节庆活动，

为国内外游客打造独特的旅

游目的地。

济南中华文化促进会会

长凌安中，济南社科院副院长

张华松，济南民俗专家张继

平，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谭景

玉，济南出版社副主编戴梅

海，生活日报城市新闻部主任

雍坚，济南碑刻研究专家黄

鹏，济南文史学家王军、耿仝

等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丝路之

源，济水之南”文化旅游研讨

会。主办方参会人员有明府城

管理中心主任朱俊如、副主任

王虎，山东洋格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昌华、副总经理

管延伟。

在观看了国家“一带一路”

视频后，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

切入，讲述了济南及山东地区

在丝绸生产、商贸及对外文化

交流诸方面所发生的历史故事

和深远影响。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其

起点公认在中国的西安，这是

毋庸置疑的。作为中国丝绸业

的发祥地之一，齐鲁大地无论

在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

绸之路经济带，都扮演了不可

或缺的角色。

明府城管理中心主任朱

俊如在听完专家学者的发言

后表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

齐鲁文化底蕴深厚，济南地处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交汇之地，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

传承之地。“一带一路”倡议的

影响力是持续的、长久的，丝

路与山东及济南的关系、丝路

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是非

常有意义的课题。专家的发言

给人很大的启发，体现出济南

及山东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在

古代商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他

建议组建课题组，进一步研究

丝路文化与齐鲁文化之间的

关系，讲好“一带一路”的山东

故事、济南故事。

与会专家发言摘要

谭景玉：按照传统说法，

“丝绸之路”指中国内地通往欧

亚大陆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陆

上交流通道，但随着这一名称

的影响越来越大，被称为“丝绸

之路”的交流通道越来越多。被

普遍认可的分类是“陆上丝绸

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

和“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

“海上丝路”三大干线。济南与

三大干线都有密切的联系。

对于通往中亚以及欧洲的陆

上丝绸之路来说，长安一般被视

作起点，但早在1992年齐涛先生

就在《丝绸之路探源》一书中指

出：“长安没有发达的丝织业，丝

织业发达的地区是山东，是青州、

齐州、淄州等地。”所以，一定程度

上来说，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而山东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源头。

同样，山东优良的港口为古代中

国与日朝等地的贸易往来提供了

海上便利。因此，山东也可以说是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还应该把丝绸之路当成一

条中外文化交流之路，进一步讨

论济南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地

位。济南历史文化的发展深受丝

绸之路这一文化交流通道的影

响，例如，济南高僧义净曾在玄

奘之后西行印度取经，与近代法

显、唐代玄奘并列西行求法运动

中的三位高僧。此外，唐宋元明

时期，日本、朝鲜的来华使者经

常从山东登陆途径济南，并留下

了许多描写济南的诗句。

张华松：现在一般讲的丝绸

之路，是汉唐时期形成的。考察

汉唐之前的商业发展，济水是一

条不可忽视的重要商路。傅斯年

先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曾

提到：“在商代，济水是最最重要

的一条河流”。济水，在某种意义

上，它就是前丝路时期的一条水

上丝绸之路，是内河运输的重要

渠道。往东，济水通往大海，往

西，济水通往中原的都会。这条

商路主要运输两种物资，一种是

食盐，二是丝绸。青州兖州等地

的丝绸都经过济水这条重要的

渠道外运，如顺流而上进贡京

城。

古书上曾提及“虞姁作舟”，

也就是虞姁发明了船。虞姁，从

名字上看，他是有虞氏家族中的

成员，有虞氏的祖先虞舜正是生

活在济水下游流域。这可从一个

侧面说明，山东境内的济水很早

就作为重要的商业通道，参与到

了当地物资的交流之中。

张继平：济南人在丝织业

上对外地的贡献不可忽视。清

乾隆三年(1738)，济南西关回

民陈玉壂任遵义知府时，当地

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困难。陈玉

壂出城考察时，见满山遍野长

满了槲树，决心把家乡的柞蚕

引到遵义。由于路途遥远，气候

差距大，前两次派人采购蚕种

都失败了。陈玉壂仍没灰心，第

三次派人到山东购蚕种，并招

募技师到遵义养蚕，最终获得

成功。陈玉壂还修建丝织作坊，

由技师指导缫丝织绸。由此，遵

义养蚕缫丝纺织发展了起来，

生产出的遵绸可与吴绫、蜀锦、

杭纺等产品“争价于中州”，并

远销西域和南洋。丝织业此后

成为遵义的百业之首，年贸易

额高达1000万两白银，一跃成

为贵州最富饶之地。遵义当地

人 一 直 把 柞 蚕 茧 称 为“ 陈 公

茧”，并修建了陈公祠来纪念

他。

雍坚：济南自古纺织业兴盛。

《诗经·小雅》中《大东》诗诞生于

西周时期，为谭国大夫所作，诗中

提到的“小东大东，杼柚其空”便

是抱怨政府征敛太多，把织布机

上的布都拿走了。“跂彼织女，终日

七襄”字面上说的是织女星，貌似

也在隐喻织工的辛劳。唐代时，到

山东来游历过的李白、杜甫都写过

描述过齐纨鲁缟业的兴盛，李白

至少有四首诗中有这种描述，如

“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

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

波罗在元代初年来中国游历17
年，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

济南的描述中，有一句很重要的

话———“这是一个商业昌盛的地

方，尤其是丝绸业”。

耿仝：直到清代，山东依然

在对外输出蚕种，这与山东作为

丝绸和蚕种的双料发源地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产自山东的柞

蚕与南方的桑蚕实际上大有不

同，柞蚕是一种适宜放养的野

蚕，适应能力极强。

与“陈公茧”相似的故事还有

一个。清代，刘棨(刘墉的祖父)在
陕西宁羌州任知州时，他从老家

收集采买蚕种，在当地引种成功，

所织成的丝绸被称为“刘公绸”。

尽管刘棨的故里是山东诸城，但

济南是山东地区的商业中心和政

治中心，离陕西较诸城更近，据推

测，他所够得的蚕种应该也源自

济南这个大型蚕种集散地。另据

记载，雍正年间，陕西农学家杨双

山，曾把山东的蚕种运送到了渭

河终南山一带引种成功。

黄鹏：济南地区在唐代是重

要的茶叶转运地，灵岩寺是北方

茶道的发祥地，北方人饮茶习俗

始自唐代开元寺。唐代，大量的

茶叶汇集在济南，至今在济南还

可以寻得痕迹。我在灵岩寺考察

时，曾发现一唐代石柱上刻有

“天寥茶院”，那是唐代所兴建在

寺庙旁的一处饮茶场所。据研

究，途经济南的茶叶，大部分是

从福建一带出发的，向北或向西

运输。

古代山东是盛产丝绸之地

济水是前丝路时期的商业要道

远销南洋的遵绸源自济南

马可·波罗曾盛赞济南丝绸业

济南曾是大型蚕种集散地

“天寥茶院”见证北方茶道起源

王军：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

我对山东的丝织业印象极深。我

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植大量的

桑树，特别是章丘、周村等地一带

纺织业极为发达，市镇里的丝织

品贸易也极为繁盛。在一些地区

不同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

式，繁荣的丝织业缔造了“男贾女

织”的生产方式，例如章丘旧军在

清代从卖布起家以来，至民国时

期在全国发展到上百家经营布

匹、丝绸的祥字号。

祥字号崛起印证丝织业繁盛

济南应开展“一带一路”课题研究
戴梅海：我作为一个生活在

济南的人，为济南深厚的文化底

蕴感到自豪，济南拥有悠久的文

明史，世人赞誉济南为“泉水丰

美，寰内仅见”。并且，舜耕历山

的典故更是证明了济南是的中

华道德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出席

这次研讨会使我获益匪浅，我们

出版社愿意围绕“一带一路与济

南”课题提供出版支持。

凌安中：今天的研讨会开了

个好头，各位专家旁征博引，从多

个方面精辟发言。为济南和明府

城如何在文化上融入和对接“一

带一路”进行了历史文化层面的

物证、史证和文证。济南与丝绸之

路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下大工夫的

课题，建议明府城做好这篇文章，

推动各界学者、专家进行深入研

究，充分论证，以期早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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