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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营作为黄河三角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发展模式、历史
传统、风土人情塑造着魅力十足、充满活力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即东营文化。在当今社会发

展的“文化力”作用日益凸现的时代背景下，准确规范命名东营文化，认真梳理东营文化的内涵

与特色，增强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提升东营市的整体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对于促进东营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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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东营文化的命名问题
作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一种

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也是一个难以准

确界定的概念。广义上，通常把人类在社会实践中

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称

之为文化，它包括器物、制度、行为、观念四个层面。

狭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形成的价值观

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精神成果，即

观念文化，而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往往是一个民族或

区域文化中“最稳固”的核心内容。这种观念文化

通过物质产品、工具技术、制度规范、宗教信仰、语言

习惯、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表现

出来。无论从整个世界还是中国的情况看，文化都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性（实际上，文化

的民族性差异除了遗传因素外，也更多地与地域差

异及其对生活方式的长期影响直接相关），由此也

构成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景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地理上

的分布，构成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多样。笔者讨论的

东营文化是一个区域文化的概念，属于文化学上的

亚文化范畴。文化首先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

的产物，也是人类适应和利用自然维持自身生存和

发展的基本方式，特定空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对

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形成文化差异性的前

提。特别是在文化初创时期，人类对环境的依赖性

还很强，特定的自然环境往往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宗教信仰、语言习惯、文

学艺术、风土人情等，并且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

积淀形成了具有各自区域特点的文化形态，它对内

具有共性，对外具有个性。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齐

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主要是以

区域（地域）来标识的，今天人们常说的东北文化、

上海文化、岭南文化等也是以区域（地域）来命名

的。由于现代社会治理中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域或

区域界限，所以，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区域文化类型

基本上与行政区域是一致的。

作为区域文化的东营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营

这一自然地理区域（即黄河三角洲）基础上的文化

形态，但是，黄河三角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性概

念，与东营的地域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今天的东营首

先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因此，所谓的“东营文

化”实际上是指以今天东营市（所辖东营区、河口

区、广饶县、垦利县、利津县）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

础，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并积累起来的

文化，是世世代代生活于这一区域的人们共同的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样式，如群体意识、价值取

向、道德规范、精神面貌、情感心理、语言习惯、生活

方式、传统习俗等。这一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文化遗



迹和文化传统（如齐文化及其遗迹）也自然成为东

营文化的历史渊源。基于这样的分析，以“东营文

化”来命名东营这一区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样式是

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东营是万里黄河入海的地方，是黄河三角洲的

主体部分，又是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所在地，影

响和构成东营文化内涵和特色的主要因素包括黄河

及其入海口、海洋、油田以及历史上的齐文化等，因

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命名，如黄河文化、黄

河口文化、海洋文化、石油文化等，人们也经常从这

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东营文化，由此也导

致目前在东营区域文化的命名问题上显得比较混

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在这些概念

中，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石油文化显然都不足以准

确全面地概括东营这一区域的文化内涵，而“黄河

口文化”这一概念因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识别性而

为人们所常用，甚至已经形成“东营文化”就是 “黄

河口文化”的认识倾向。但是，笔者认为，以“黄河

口文化”命名东营文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无法与相邻的同属黄河三角洲的其他地市相区别，

不能凸显东营区域文化的独特性、识别性，也无助于

提升东营市的知名度和区域竞争力。实际上，由此

引发的笔墨官司和利益冲突已广为人知。二是 “黄

河口文化”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与黄河、黄河口自

然地理环境有关的文化现象，它只是东营区域文化

中的一部分内容，而无法概括这一区域文化的整体

内涵，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东营文化只是黄河口、

渤海边的自然风光。所以，以“黄河口文化”来命名

东营区域文化是非常不恰当的。

笔者认为，应该明确以“东营文化”这一概念来

概括和描述东营市所属区域内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类

型。理由有三：第一，就像把东营人的精神状态和精

神境界命名为“东营精神”一样，可以顺理成章地把

东营区域内的文化命名为“东营文化”。这种与行

政区域范围相一致的命名方式符合目前省内外通行

的做法，简单方便，容易识别。如同人们常说的青岛

文化、烟台文化、济南文化一样。第二，这一命名可

以概括东营文化的全部内涵，那些具有地域特色的

黄河文化、黄河口文化、海洋文化、石油文化等，都可

以看成是东营文化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特征，就像人

们可以把海洋文化看成是青岛文化、泉城文化看成

是济南文化的重要特征一样，也有助于克服当前东

营文化命名上的混乱现象。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样

的命名，对外有助于增强东营市在全省乃至在全国

的知名度，提升东营市的整体文化形象和文化地位；

对内可以进一步增强东营人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

感，为东营市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开发奠定共同

的认知基础。

二、关于东营文化的主要内涵与特色

从区域文化的影响因素看，东营文化是一个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自然环境方面的临

（黄）河傍（渤）海、黄河口湿地生态、区位特点，历史

方面的齐文化、孙子文化、革命文化，经济方面的石

油开发及其相关的产业结构，社会方面的移民、城乡

分布等等，都是东营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择其要

者，有以下几点：

（一）以河海交汇为特色的河口、海洋文化

东营是黄河流经的最后一个地区。近代黄河三

角洲是黄河自１８５５年从徐淮流入山东大清河入海
以来形成的新陆地，它以垦利县宁海为顶点，北起套

尔河口，南到支脉河口，面积５４００平方公里，其中
９５％（５２００平方公里）在东营市所辖区域，再加上其
南部与泰沂山麓冲积平原相衔接的 ２８５３平方公
里，构成了东营市的全部行政区域。东营市地处北

纬３８°上下，气候适中，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光照充
足，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从地理区位来讲，内控黄

河、外濒渤海，是环渤海经济圈与黄河经济带的交汇

点，还是东北经济区与中原经济区的中转站，具有依

河傍海的显著的区位优势。

古老的黄河历经惊涛骇浪的万千跌宕，越过九

曲连环之后，在东营融入大海的怀抱，形成了“黄河

入海”与“海纳长河”这一河海交汇的壮丽自然景

观。奔腾不息的黄河同时携来九省区的沃土沉沙，

以河的粗犷豪放和海的浩瀚博大，造就了共和国最

年轻的土地———黄河三角洲。黄河入海口附近的黄

河三角洲保护区总面积达１５３万公顷，是中国暖温
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动植物

资源丰富、自然景观靓丽独特。广袤的草场、浩荡的

天然苇荡、成片的天然柳林、“红地毯般”的滩涂植

被和名目繁多的珍禽鱼类，构成一幅和谐的自然风

景。而那些为改造盐碱、治理黄河、预防海浪而修建

的堤防工程、种植的人工防护林，还有四处林立的钻

塔和昼夜转动的抽油机，又为宁静的黄河口增添了

几分人文景观。古老的黄河与开放的大海的交汇、

造化的神奇与人化的成就互补，塑造出这一地区动

静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景观，也赋予东营

文化以黄河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共生的特点，黄河

那种历久弥坚、自强不息、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给

予东营人开拓创新的精神气质，大海那种容纳百川、

胸怀宽广的气度又给予东营人开放、包容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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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正是河海交汇及其所象征的精神特质，构成

了东营文化的自然基调和显著特色。

（二）以齐文化、兵文化为源头的传统文化

东营又是一片古老的陆地。早在５０００多年前
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东营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

息。境内现存有属大汶口文化范畴的傅家遗址、春

秋时期兴建的柏寝台（亦称桓公台）、南宋大殿等文

化遗迹。东营文化的源头是齐文化。齐文化即东夷

文化，它起源于太昊、伏羲之世，发展于神农、少昊之

世，充实增华于太公、桓公之世，繁荣鼎盛于田齐之

世。齐文化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为本，以务实求功

为用，是先秦文化的核心与精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齐文化以其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进

取性和“重商尚武”等特点深深影响了一代一代在

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姜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

盐之利”，农工商并举，齐国才由地薄民寡的小国一

跃而成为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管仲四民

分业，把商人提高到与士、农、工同等重要的社会地

位，推行了一系列轻税免税措施和为外地客商修道

路、建驿站、免费提供食宿等热情服务措施，齐国才

出现了 “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商贾归齐如

流水”的经济繁荣局面。今天这一区域工商业的发

达依然受惠于历史上齐文化重视商业、重视商人的

传统精神。如改革开放以来，广饶县大王镇企业家

群体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便为此

提供了生动而典型的例证。

这里是《孙子兵法》这一“兵学圣典”的作者孙

武的出生地，成就了这一地区源远流长的尚武重军

（事）的传统，历朝历代涌现出大批的军事家和杰出

将领，也包括现代战争中国共双方的众多知名将

领。［１］无论是重商的价值观，还是兵法中的谋略，都

可以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切实的应用和

发扬。

这里还是山东地方戏曲———吕剧的故乡。清光

绪二十六年，时殿元等人将琴书《王小赶脚》由坐唱

改为化装演出，形成吕剧雏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

具地方特色的地方剧种，并跻身于中国地方戏曲艺

术之林。［２］

东营还拥有光荣的革命文化传统。早在２０世
纪初，这里就开始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建立了党

组织。１９２３年广饶人延伯真经邓恩铭、王尽美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有多人加入党组织。延伯

真返回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５年建立了广饶延
集村党支部、刘集村党支部，成为全省最早建立农村

党支部的县份之一。现存东营博物馆的国内最早翻

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是这一时期流传

并历经磨难而幸运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文物。抗日

战争时期，以广饶为中心的清河区（渤海区）革命根

据地是山东人民抗战的大后方之一。在１９６０年代
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东营人民的积极支援

和无私奉献同样是这种革命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

扬。这些都融入到东营文化的基因之中。

（三）以石油（企业）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工业

文化

东营市以自然资源富饶而著称，因石油开发而

命名。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６日，石油工人在东营村打出
了第一口油井，揭开了地下油田的神秘面纱，并以这

个小村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城市。胜利油田从１９６０
年代大规模开发，到目前建成年产原油２６００万吨
的全国第二大油田，东营市就是伴随着石油开发而

发展起来的。东营各地随处可见的钻塔、抽油机和

输油管道，显示着东营市与石油开发、东营人与石油

人水乳交融的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社

区风貌、居民生活、文化传统等等，无不深深打上了

石油开发、石油企业的烙印，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石油

城。［３］正是石油开发提供了打破黄河三角洲人们原

始宁静的生活样式的契机，才使东营文化一开始就

超越了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意识，在现代工业文明

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所以，石油开发建

设及其所代表的工业文明因素深深地嵌入到东营文

化之中，成为东营文化的核心要素。

伴随石油开发而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为这

一地区带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元文化因素；工业

文明所代表的科学理性、规范秩序、求真务实精神及

其崭新的生活方式，为东营文化注入了更多的现代

性因素；石油工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行业

精神，又塑造着东营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品

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创新的石油企业文化继

续为东营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因素和发展活力。另

外，值得一提的是，东营市作为全国为数极少的拥有

全国重点大学的地级市，大学文化同样深深影响着

区域文化，成为东营文化的独特风景。中国石油大

学从１９６９年自北京迁校以来，在东营办学已历４０
载，作为这一区域的文化高地，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

学生、教师，大学科学研究所传播的科学知识与人文

精神，以及多年积累起来的高雅深邃的大学文化，已

经成为东营文化特别是东营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因

素，潜移默化地提升着东营文化的品位，也必将继续

影响东营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这样，石油（企业）文

化、大学文化与区域文化融合互动、协同进化，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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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东营文化的主体和发展的源泉。

（四）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多元文化

东营地区在历史上因其地处偏远，又多为新生

土地而成为各地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战国时期，人

们开始在此“伐薪煮海水为盐”。自明初以来的６００
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出现过三次移民迁入大潮：

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

强的移民；第二次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
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发

建设，党和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黄河三角洲大规

模移民，组建农场、军马场、生产建设兵团等，到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随着胜利油田开发建设又形成了一次
移民高潮，大批石油工人、各地抽调的人员和转业军

人参与油田大会战。除此之外，小规模的自发移民

从未停止过。源源不断的移民给黄河三角洲的文化

发展打上了一道浓重的多元文化烙印。以地名为

例，黄河三角洲以“屋子”为后缀的地名，反映了移

民“赶黄河”的游走式的农耕方式，这类地名多见于

黄河口地区，如利津县的小街屋子、汀河屋子、陈庄

屋子等。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

乡土文化带入黄河三角洲，它们在这里交流、碰撞、

融合，使东营文化成为典型的杂糅融汇、兼容并包的

文化“万花筒”，移民艰辛的生活和奋斗历程也为东

营文化带来艰苦创业、兼容和谐、团结友爱的精神因

素。［４］东营文化的多元性还表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

文化、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企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等

多种文化形态的并存互补。多样性意味着生机与活

力，多元性的文化形态塑造了东营人开放、包容的心

态，也为东营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面向未来，东

营人更要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和全球化的视野容纳

各种文化，吸引八方客商，实施大开放、大招商、大发

展的发展战略，创造东营多元、大气、开放的文化

品格。

（五）以青春开放为特征的现代文化

黄河三角洲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一片

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赶海造陆的黄河每年为东营带

来的不仅是上万亩的新造陆地，而且也赋予这个地

区以青春、活力、开拓的精神特质。东营市是在黄河

三角洲昔日荒凉的盐碱地上平地崛起的一座年轻的

新兴城市，至今只有２５年的历史，正当风华正茂时。
青春，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

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便捷的交通网络，为

那些在这里投资兴业、寻求发展的组织和个人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展示着区域发展的光明前景。

发展高效生态经济、建设山东制造业基地、加快黄河

三角洲开发，使东营正处在发展的新起点上，就像早

晨初升的太阳一样，东营人正以同样青春、开放和满

怀希望的心态为美好的愿景而探索着。

总之，东营文化的基本格局是由齐文化、黄河及

其入海口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

化等融合而成的，是一种以齐文化为源头、以黄河口

文化和移民文化为底蕴、以石油文化为鲜明特色的

开放多元的现代文化形态，是中国多样化的区域文

化中一朵艳丽而独特的花朵。当然，应当承认，东营

市因为建市时间短、地理位置特殊、产业结构单一、

区域认同度和知名度不高等原因，在文化积累、文化

整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多样的文化形态、

丰富的文化内涵、统一的文化精神尚待充分挖掘和

阐发。

三、关于东营文化的地位与意义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

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

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对

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特定的区

域来说也是如此。当前，国内、省内各地市都把经济

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区

域经济发展优势、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增强区域文

化影响力，实际上都赋予了区域文化以更突出的地

位和更重要的作用。

经过２５年的发展，东营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
走在全省的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人

均储蓄、人均消费常年位居山东省前列。但是，相比

较而言，东营文化发展程度严重滞后于其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即使在山东省内的地位也是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严重不相称的。当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已经列

入国家和山东省发展规划，并进入实际的实施阶段。

东营文化既是黄河三角洲开发的重要资源，需要加

以开发和利用，又是黄河三角洲开发的重要目标，需

要加以建设和创新。所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东营文

化的内涵与特色，明确东营文化的定位，统一东营文

化的命名，对于扩大东营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民众对

东营文化的认同感、以“文化东营”建设推动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东营文化建设是推动东营市经济持续发展

的需要。在东营市“大开放、大招商、大发展”和黄

河三角洲大开发的发展格局下，文化建设可以有效

地改善区域文化环境，提升区域文化品位，培育良好

的区域和城市形象，提高区域人力资源素质，增强东

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作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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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长的新的增长点，东营旅游、文化产业等体验经

济的发展也需要厚重的区域文化和文化创意能力作

支撑。因此，在东营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科技

创新，提升区域发展的科技含量，而且也要重视文化

创新，提升区域发展的文化含量。

加强东营文化建设是推动东营市和谐社会建设

的需要。和谐社会是环境优美、生活富足、文化繁

荣、社会安定的社会。随着东营市经济快速发展和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特别

是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加强文化建设，可以

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居民文

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东营文化建设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

要。文化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

最终体现在居民的文明素质和修养上，其实质是一

个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

中，东营市已经总结提炼形成了“和谐、诚信、创新、

卓越”的东营精神。围绕东营精神，需要进一步加

强东营文化建设，拓展文化建设的内涵，如继续开展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信用东营”建设，加强

社区文化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深化城市文化建设

等，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的文化素质。这应该是东营

市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

重要目标。

千古龙飞地，再起大风歌。东营市经济社会发

展和黄河三角洲开发需要确立起高度的“文化自

觉”意识，挖掘区域文化的特异之美，进一步培育东

营先进文化，提升东营文化的品位，拓宽文化建设思

路，为建设环境优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

的黄河三角洲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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