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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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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山东 滨州 ２５６６０３）

［摘　要］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
的成果，达成许多共识，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宏大叙事的

趋向和粗线条、高度概括性的特点；以后的研究可以借鉴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重视具体的、个案

式的研究，注重拓宽史料，注重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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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山东省政府、国务院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把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建设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学术界也对黄河三角洲展开研究，先后

出版了《黄河三角洲古文化遗存研究》、《遗忘的绿

荫———李广田论》、《魏氏庄园研究》、《黄河三角洲

民间文学研究》、《黄河三角洲古风物诗整理研究》、

《先忧后乐范仲淹》、《黄河三角洲民间美术研究》、

《黄河三角洲民间音乐研究》、《黄河三角洲佛教造

像研究》、《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黄河三角洲民间

饮食文化研究》、《黄河三角洲旅游文化》、《黄河三

角洲方言研究》等２０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
余篇。在这些成果中，涉及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

经济的占大多数。本文拟结合相关论著的内容，对

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和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

借鉴。

一、文化

研究黄河三角洲必须明确黄河三角洲的涵义。

根据学术界通行的看法，黄河三角洲首先是一个地

理概念，而且是动态的，有古代、近代和现代之

分［１］２３。从现实的角度讲，经济地理意义上的黄河

三角洲是指山东滨州和东营两市以及淄博的高青

县［２］，而文化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则指经济地理意

义上的区域及其周边地区［１］５。对黄河三角洲概念

不同涵义的辨别为今天研究黄河三角洲区域做了重

要铺垫。

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和建设纳入议事日程之后，

研究者较早对黄河三角洲文化进行论述，包括黄河

三角洲文化的渊源、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等问题。

在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阶段上，三阶段说和四阶

段说是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张金路认为黄河三角

洲地区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秦汉

至清末、近现代时期。有四个特征较为突出：务实

性、抗争性、多元化、封闭性［３］。郑杰文认为黄河三

角洲文化的发展经过孕育形成时期（西周之前）、交

流融会时期（周秦至宋元）和开发兴盛时期（明清以

降）［４］。四阶段说以孙才顺为代表，认为黄河三角

洲文化属于当地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经历从

远古到商周之际、西周及春秋战国、秦汉至唐宋、元

明清时期四个阶段，有着丰富多彩的内涵，形成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征［５］。

确定了文化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区域和发展阶

段，研究者还总结出黄河三角洲文化凸显的风貌。

孙才顺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源远流长，其产生的时

限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三代时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灵活务实是其基本的特征，

并对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６］。张

金路研究了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的特征，概括出灵

活务实、尊儒隆礼、率直守信、追逐时尚的特点，进而

提出开发黄河三角洲民俗文化的一些建议［７］。郑

杰文总结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三个特征：明显的地

域文化特点、较强的接受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和

坚韧宽容的人文性特点［４］。其中的包容性又可以



作具体的分析，吴立岩、徐西国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

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包括对流域文化与海岸文化的

包容、对古齐鲁文化的包容、对“草根”文化与外来

文化的包容、对老区革命文化的包容、对油地军校艰

苦创业文化的包容。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包容性体现

了和谐的群体主义精神［８］。

当然，文化意义上的黄河三角洲与地理意义上

的类似，在历史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其发展过程

中，需要处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张献青认为，研究

黄河三角洲文化应该区分文化型态与文化类别，重

视文化场域与文化资本，把握文化转型与文化交往，

要搞清文化研究本体的有关内容，利用几种较实用

的文化研究技术以求推动此项研究的发展［９］。从

历史上看，黄河三角洲文化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一直存在同其他文化因素的交融和碰撞，其内涵

非常广泛。田家怡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涵盖的范围

比较广泛，包括流域文化、中原文化、海域文化、齐文

化和土著文化［１０］。在这几种文化因素中，齐文化对

黄河三角洲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杨玉珍认

为，“黄河—齐文化—黄河三角洲有着密切的渊源

和推动关系”，齐国建国修政经验的核心是富民兴

邦，这对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有重要的启示作用［１１］。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儒学的影响。赵惠民认为，黄河

三角洲文化不仅有地域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厚重的

儒学文化底蕴：孝道、仁德、和谐构成黄河三角洲文

化的基调与人文主线［１２］。

从上述成果中可以看出，在黄河三角洲文化研

究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探

讨的：一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发展阶段，无论三阶段

说还是四阶段说，都是以王朝兴替为上下限的；二是

黄河三角洲文化的特征，如包容性、地域文化等；三

是黄河三角洲文化与齐文化、土著文化、中原文化等

有着复杂的关系，因此其具体内涵也是复杂的。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黄河三角

洲文化，为以后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借鉴和

批评的框架。

二、移民

移民是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移民的时期，李靖莉、闫永利认为自明初以来的

６００年间，黄河三角洲出现了三次移民迁入大
潮———洪武、永乐年间，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和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浓重的移民文化烙印［１３］。实际

上，近代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地区也存在广泛的移

民现象［１４］，民国时期的移民主要集中于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和抗战时期的垦区，建国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有

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东北部移民，大规模的

移民有六次，以垦利县为主［１５］。

对于移民的籍贯，李靖莉认为黄河三角洲移民

的主体是山西人［１６］，另外就是河北人。这主要由两

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经由枣强

中转后分发来的，另一部分是移入河北的外来移民

因各种原因自发地由枣强迁移而来，这部分人的籍

属难以确定［１７］。再有就是一些流浪在外的山东人

在移民潮中返回黄河三角洲，他们属于“流民复

业”，即以前因各种原因流亡他省，而今重新回到家

乡，他们与移民无多大差异，容易混淆［１８］。

黄河三角洲的移民呈现出一些特点。李靖莉认

为均衡天下人口与躲避天灾，导致移民举动既呈阶

段性集中，又呈持续性延散；转迁后移入，使移民史

实见诸方志和民间资料，不见于正史记载；移民形式

以政府强制性安置为主，同时间杂着小股自发性无

序移民；移民成分比较单一，以贫民为主，属于单纯

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１９］。赵惠民梳理了清

末民初黄河三角洲移民的史实，揭示出当时移民值

得关注的地方：移民主体为生存型移民、绅士在移民

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移民返迁率比较高［２０］。李

靖莉还分析了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移民，认为呈

现一些明显的特点：移民类型单一；移民对象与安置

区域相对集中；移民流动区域较小；政府安置与自发

迁徙两种形式并存；移民持续时间长［２１］。需要注意

的是，移民往往不是从山西直接进入黄河三角洲，而

是采取转迁的形式，先是集中在鲁西北的东昌府，后

来又转迁至黄河三角洲［２２］。此外，李靖莉、孙远方、

宋平以黄河三角洲地区沾化县东部的马营诸村为

例，揭示黄河三角洲移民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一是

移民原因以政府行为为主，个人行为为辅；二是移民

时间集中于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之间；三是移民源出地既
分散，又相对集中；四是移民种类比较单纯，少部分

属行将退伍的军人，大部分为逃难的灾民；五是移民

动机比较单一；六是……大区域的灾民在一个小区

域内的分散组合特点，故而姓氏也极复杂；七是各地

移民长期杂居共处，在开发黄河三角洲的同时，也形

成了由各种乡土文化融汇而成的多元性的移民

文化。”［２３］

移民的加入给黄河三角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李靖莉认为，黄河三角洲的“地名印记着移民拓荒

创业的史实”，“在民间传说中，透露着黄河三角洲

移民对先祖来路的模糊记忆”，“黄河三角洲人的生

理特征与行为习惯等带着明显的移民印记，透露着

移民旅途的辛酸”，“黄河三角洲的民间习俗，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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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拜堂、以水喻福、以梨喻离、春节燃火堆放鞭炮等，

均与晋南民俗如出一辙”，“黄河三角洲人浓重的槐

树情结中蕴涵着深深的怀乡念祖情愫”［２４］。

看来，在黄河三角洲的移民问题上，研究者在以

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黄河三角洲的移民主

要集中在明初、清末和民国以来三个时期，民国以后

的移民又包括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移民、抗日根据

地组织的移民和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政府组织的移

民；二是移民的主体是山西人，另外就是部分河北人

和返回黄河三角洲的山东人；三是不同时期的移民

性质有所不同，既要分辨是政府组织的还是个人自

发的，又要区别开生存型和发展型的移民。

三、经济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古代经济状况是近来研究者

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与文化研究一样，研究者也把

黄河三角洲古代经济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李靖莉

与李淑芬以时间为线索，从史前、春秋战国、魏晋南

北朝、隋唐、宋、元几个阶段简要叙述了黄河三角洲

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情况，认为农业种类齐

全而为唐宋朝廷所倚重，手工业以发达的制盐业、冶

铁业、纺织业而著称，市场繁荣，商品交易昌盛［２５］。

这种分期法也体现在盐业史的研究中，李靖莉等把

黄河三角洲食盐的生产追溯到西周时期，进而从春

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概述

黄河三角洲古代盐业的发展历程，认为黄河三角洲

古代盐业发展水平比较高，而行业作用、比较优越的

自然环境、政府适宜的宏观举措都对这一行业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２６］。

在经济分期的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探讨了各个

阶段黄河三角洲的经济水平。赵惠民分析了古代黄

河三角洲商品经济的发展情况与地位，认为“地理

环境与物产具有比较优势，加上政府适宜的宏观调

控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黄河三角洲古代商贸

活动比较兴盛，商品经济的发育在山东乃至全国处

于较高水平，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２７］。李靖

莉考论了黄河三角洲古代工商业的概况，认为丰富

的自然资源与濒海临水的区位优势，使黄河三角洲

自古即有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经济。其中，制盐业

与纺织业为黄河三角洲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产品

为历代朝廷所倚重。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的商业

活动延至明清仍久盛不衰，繁荣昌盛［２８］。她还以制

盐、纺织和草缏业为例，描述了晚清黄河三角洲手工

业的发展轨迹，认为这一地区的手工业虽然存在明

显的局限性，但在“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发

挥着独特的富国强民作用”［２９］。例如，在近代黄河

三角洲的棉业改良问题上，黄河三角洲为中国近代

著名的棉花品种科学改良试验基地，成功选育出脱

字４７号、３６号、５７号等美棉良种与齐东４号等种棉
良种，并进行了一系列棉花栽培试验。黄河三角洲

近代棉业改良不仅对黄河三角洲，而且对山东乃至

全国棉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打造并愈益彰显了

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特色与地位，二是进一步巩

固了山东植棉大省的地位，三是引领、带动了全国植

棉业的发展［３０］。

应当指出的是，黄河三角洲古代经济的发展也

存在弱点。李靖莉研究了黄河三角洲古代的商业状

况，认为这一地区的古代商业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发

展程度偏低、发展区域不均衡，因此从总体上看，

“黄河三角洲商业贸易始终没有摆脱地方化与封闭

性的特点，属于封建小农经济范畴内的余缺调剂性

质”［３１］。虽然唐宋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优越的地理

环境和物产资源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但

也存在发展区域不够均衡、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弱

点［３２］。这些分析说明研究者对黄河三角洲的区域

经济有着客观的认识。

因此，在黄河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研究方面，研究

者以王朝兴替为标志，围绕着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

商业进行了探讨，既关注到黄河三角洲的两大优势

产业———制盐业和纺织业，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

做出合理的评价，又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弱

点有着清醒的认识。

四、反思与展望

在前面三部分内容中，笔者依次回顾了黄河三

角洲近十年来的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观照到每个方面不同观点的同时，对他们能够达

成的共识作出总结，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研

究的前提和基础。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研究呈

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研究的时段集中在清

代以后，对于清代之前黄河三角洲的状况关注的比

较少，有的话也往往以“古代”或者朝代名称冠之，

因此无法从中了解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二是研究

的资料主要是运用清代地方志，偶尔涉及正史，这从

已经发表的成果的注解和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来，

无需赘言。三是研究的结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如

对文化发展和经济变迁阶段的划分，区域特点的总

结等。四是研究的成果侧重学术探讨，很少涉及黄

河三角洲区域的开发与建设方面，这正是现实亟需

解决的问题。这些特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侧重

于宏大叙事，侧重宏观的、粗线条式的研究，相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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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个案的、具体的研究。

杨洪章曾对如何进一步研究黄河三角洲文化提

出一些概括性的建议［３３］，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

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

第一，研究的时段可以向前推移，主要是从明清

向前推移。黄河三角洲是处在历史变迁中的，不仅

要研究离它较近时代的情况，也要关注更远的过去。

如在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三角洲的河道

迁徙、风俗人情、物产土产是怎样的，现在还没有大

致的轮廓。因此郑杰文提出整理秦汉以降黄河三角

洲各政区的地理沿革、政区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文

献资料的构想［３４］。

第二，拓宽史料的来源，除了正史和清代地方志

之外，其他史料，诸如碑刻、传说、族谱、文书等都可

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还包括段剑秋、张献青辑录的

神话故事、民间故事、民谚等［３５］。上文提到的吴名

岗的论文就利用惠民县石庙镇庵里吴村出土的《吴

铭墓志铭》，提出明初移民中的流民复业问题。这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以前明初移民研究中的不

足，有助于人们厘清黄河三角洲明初移民的真实状

态。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这类资料的过程中，族

谱、传说往往是个人或族群记忆历史的载体，而不一

定是历史的真实反映。移民史上很多省份的人声称

自己是山西洪洞人的后裔，而且有族谱为证，但赵世

瑜通过检讨明清地方志和家谱，发现大槐树移民之

事大量存在于民间传说与族谱之中，而在民国，甚至

晚清以前的地方史正史中比较少见，即使国内目前

现存最早的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也没有提到移

民问题，因此认为这些传说与其记录了明初移民的

历史，毋宁是对祖先历史的记忆和对生活境遇的反

映［３６］。这个例子提醒研究者在拓宽研究史料的同

时，必须增强辨析史料的能力。

第三，注重黄河三角洲区域史的内在发展脉络。

陈春声认为，“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区域研究的

关键之一，在于新一代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

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３７］。在已有的研

究成果中，无论是文化、移民还是经济上的分期，基

本以王朝的兴替作为外在的标准，这也是学术界目

前广泛采用的做法，问题在于，如果以此作为唯一的

标准，就会忽略文化变迁、经济发展的内在脉络。有

研究者曾区别了古代和近代黄河三角洲的手工业情

况，认为传统的生产模式铸就了产品的自产自销，极

少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但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
黄河三角洲手工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迫使其在

竞争的压力下走出原来的生产模式，自给性质日趋

淡弱，商品化倾向愈益浓厚，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

征［３８］。这个论断暗含的命题是：鸦片战争改变了中

国传统手工业的性质。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手

工业和商业已经处在发展中，手工业的商品化是历

史的趋势，这是研究者证明的。鸦片战争对黄河三

角洲手工业的商品化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即如何

处理内在发展与外部刺激两者之间的分量，这是个

值得探讨的问题。文化上的研究也是如此。以朝代

兴替作为划分文化发展阶段的上下限是否合适？文

化的发展变化不同于政治革命，后者可能在较短的

时间内完成，而前者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的变迁才能

体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陷入类似于

“政治话语”的困境，除了以朝代兴替为标志外，还

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标准。这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的

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在现阶段，各

种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的努力，

都不应该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

统化，而是要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

研究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３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过去近十年的时间里，研

究者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移民和经济方面的研究

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宏大叙事的趋

向和粗线条、高度概括性的特点，因此在此后的研究

中可以借鉴区域社会史的方法，重视具体的、个案式

的研究，注重碑刻、传说、族谱、文书等正史和地方志

之外的史料，重视黄河三角洲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

脉络。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同行之间形成对话的平

台，研究成果才能更加引起其他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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