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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夷文化通考》从文化角度切入，并运用历史学、文字学、考古人类学等考证方法，研究和探
讨了东夷文化的远源和近源，及其文明初兴、分化融合、与夏、商文化的异同，乃至转型期的东夷与
文化等问题。
探赜索隐，推陈出新，“点”、“面”结合，自成系统。
可弥补当前学界东夷文化研究的缺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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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富祥，山东沂源人，1950年生。
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任教于山东师范大火学历史系，1993年晋升副教授，现为该校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出版有古籍整理专著《麟台故事校证》、《南宋馆阁录·续录》，著有《宋代文献学散沦》、《海岱
文化史话》，主撰及参撰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史、历史文选等教材多种，累计
发表中国文化史、文献学等方面的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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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海岱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目前在海岱地区还没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则相对较多一些，主要有沂源千人洞和上崖洞遗址、沂水湖埠西遗址、新泰乌
珠台遗址、胶东长岛遗址及日照沿海的多处遗址等，另外在蓬莱、蒙阴、平邑、莒南、郯城和江苏东
海、连云港等县市也陆续有所发现。
千人洞，考古学者原称山东一号洞，1965年因修建小三纔兵工厂车间而发现。
最初只见到有哺乳动物化石，随后发现有灰烬和烧土块，继而有关部门派人前往调查，又采集到一些
打制石器①。
此洞是在山东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位置在沂源猿人化石产地西北，二者相距只有7.5公里。
洞的平面呈大拐角的“《”形，全长约90米，宽10-20米不等，高在10米上下，洞顶为穹窿形。
由于建设施工的破坏，洞口的原貌已无法详知；所幸洞的北头仍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剖面，可藉以知
道洞内曾有深厚的堆积。
堆积自上而下有四层，分别是充填红黄色粉砂质黏土的未胶结角砾层（厚约4米）、粉砂质黏土层（
厚约2.6米）、风化石灰岩碎屑层（厚约1米）和粉砂质黏土层（厚度不详）。
上下两个粉砂质黏土层又各分几个小层，其中各夹有一个灰烬层，上灰烬层厚O.4米，下灰烬层厚0.6
米。
在两个灰烬层及其上下都发现了石制品，上层见到4件，下面见到21件；另外在运出洞外的堆土中也收
集到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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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系统清理东夷古史与古文化的想法，产生于十多年前，在笔者个人的治学过程中，是由对齐鲁文化研
究的兴趣引起的。
早年在孔子故乡求学，开始接触学术上的齐鲁文化，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后来人大学执教，仍不能忘情于乡邦文化，同时也由于受到当时“文化热”的影响，遂陆续写了几篇
有关齐鲁文化史的文章，个别文章还曾引起较多的反响。
有一段时间，因应诺合作撰写拟议中的齐鲁文化简史，故溯流及源，欲先清理一下东夷古史与古文化
。
这在当时对于笔者来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一切都须从头学起。
但既然要做，就想做成，不愿久拖不动笔。
因此一度认真操作，在仔细检讨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更费力去爬梳各种零碎晦涩的古籍传说资料和
十分陌生的考古报告，很是辛苦。
大体搭起一个框架约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从远古叙至商代，并着手起草西周的部分。
无奈干扰太多，简史项目未能像当初所设想的那样完成，于是将已起草的一些重点内容，先后加工改
写为论文发表。
由此也产生了单独结撰一部东夷文化史着的愿望，只是条件所限，迟迟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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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夷文化通考》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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