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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囊括了黄河三角洲地区文化的基本要素。
该书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文化概述。
著者从史前文化着笔，对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地域界定、渊源和特征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基点，对
古代传统文化进行系统论述，凸显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著者接着对近现代文化进行阐发，并对当代文化精神进行归纳提炼，最后提出黄河三角洲地区未来文
化发展战略。
由古到今及至未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地域文化整理研究多偏重于传统文化，对近现代及当代文化进行归纳研究的似属
少见，而由此延伸到展示与规划未来文化发展的则更为少见。
第二部分为名人文化。
名人文化是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个地区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的具体、生动之体现，因而列
专题研究非常必要。
第三部分为民间文化。
它最能体现一个地区文化的特色，将其列专题研究，足以反映出著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视。
第四部分为文化资源。
这是适应文化产业发展需要而设立的一个专题。
通过对区域内人文资源与生态文化资源的评介，旨在为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上述四个专题自成体系，又密切关连，构成一个整体，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全方位地将黄河三角洲
文化展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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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黄河三角洲文化概述　　第四节黄河三角洲当代文化精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黄河三角洲地区进入当代文化建设时期，各项文化事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建立起较完整的文
化体系，下节将专门介绍。
本节重点论述体现黄河三角洲文化精神的创业文化。
黄河三角洲创业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该地区人民开发建设三角洲、艰苦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一
种文化精神，它是近现代革命文化的延续，集中反映了三角洲人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
本节从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展现当代创业文化的特征。
　　一、百年荒原变桑田　　今天我们所说的黄河三角洲地区（含东营市、滨州市的全部和淄博市的
高青县），是古代黄河三角洲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的组合，西北部为古代黄河三角洲部分，大约在唐代
以前即已形成，尤其惠民、无棣部分地区，历史更为久远。
此后，黄河南流入淮，直到晚清。
在近千年时间内，这一地区无黄河侵扰，洲面稳定。
当地人民与来自各地的移民垦田种粮，艰苦创业。
滨海一带则筑池晒盐，其中利津盐场为山东八大盐场之冠，所出盐南北运销66州县。
利津旧志记载当时繁荣景象：“彼时物品云集，商人辐辏”。
因沿海一带经济发达，新置招安县（今沾化县）和利津县。
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县铜瓦厢决口东北流，穿运夺济，在利津县铁门关人海。
百余年来，黄河尾闾在东营市范围内改道十余次，在古代黄河三角洲基础上，造陆面积达2600多平方
公里，岸线向海中平均推进20公里，形成近代黄河三角洲。
她是祖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当代创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基地。
　　谈到当代创业文化的形成，还要追溯到建国前三角洲开发史。
黄河改道初期，环海一带的农田、盐场均被淹没，由盐业带来的商埠文明被黄水挟卷而去。
然而祸福相倚，黄河也奉送给人们大量土地。
新淤地上，荒草横生，芦苇蔽日，广袤的土地为三角洲人搭起创业的舞台。
至19世纪末，这一带始有垦户出现。
他们在靠近水边的地方支起窝棚安顿下来，选择野草茂盛地块，割除杂草，用锄头翻开土地，种下土
豆、高梁，然后一边打鱼和狩猎，等候庄稼的成熟。
他们受尽日晒、虫咬，付出艰辛的劳动，带着秋天的收获跋涉回家。
这种零散的小规模开垦是最原始的开发创业。
随着垦户逐渐增多，官府出面，迁民安垦。
在利津县的盐窝设垦务分局，办理丈放土地之事。
滨州、利津、沾化、蒲台、无棣、广饶等县贫民纷纷前来垦殖。
此时已不再是游垦，而是成片开发，垦户也不再是春来秋返，而是落户立村。
如利津县罗家镇一带数十个村庄就是在20世纪初期相继建立的。
自20世纪30年代起，国民党政府不断变换垦丈章程，换发执照，借机勒索垦农，谋取钱财。
许多垦农因价昂无力换取执照而放弃已开垦的土地。
这对开垦三角洲起了阻碍作用。
这一时期，外地区移民开始进入该地区参与开垦。
1930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属下的五十九旅开进三角洲剿匪屯垦，将当地居民开垦的一
些土地分给官兵。
1935年，黄河在郓城县决口，水灾殃及鲁西数县。
国民党政府组织鲁西灾民4200多人来三角洲地区垦荒落户，每200人编为一大组，其中第八大组居住的
地方逐渐发展成为垦区的中心集镇，后将八大组改名为永安镇。
这是三角洲开发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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