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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一地既以南北分魯、齊，亦由海山界東西。本次研習介紹山東沿海與朝

鮮之外交並政經關係，且有魯南、魯西之石刻藝術等課堂，不論專業範疇及地理

範圍，包涵已廣。而小生治思想史，覺其中尚付闕如的，在於山東學術之地域性

（特色）。山東為聖人闕里，以儒風盛，自不待言。「三孔」與孟府、孟廟近代歷

經劫難，亦可想見風彩。 

唯山東儒學自北宋石介以後，名儒屈指可數。查《明儒學案‧北方王門》一

章所介紹山東河南儒者，雖不可謂無人，而論述顯遜於豫儒。即撇除黃梨洲偏重

心學之偏見，明代山東儒學可以稱道者亦不為多。清代馬驌、郝懿行、孔廣森，

近代屈萬里、孔德成諸氏可稱名儒，然所長者在地理、訓詁、音韻。似乎山東儒

學重考證而不預於理學。本次研習營課堂並泰山考察，有關山東本地之道、佛並

民間信仰，大大提升小生對當地宗教情況之認識；至於「山東學術」或「山東儒

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之地位、或至少其特色，則成為小生今次研習後之思考課

題。 

即自地域史而言，本次研習介紹了鮮為人知的唐代山東藩鎮與高麗之外交情

況，聯想起後世山東民間亦有「闖關東」之說，可知山東與朝鮮、遼東之間，不

論官民，透過海路所建立之關係（即清末北洋艦隊亦以威海為母港，扼守渤海），

其來有自。而相對於對外關係，小生更反思山東與河南及直隸、三者之間、對內

的團塊關係。武昌起義後，關內仍效忠清廷者即此三省，民國亦置直魯豫巡閱使；

即自文化上言，清代至乾隆年間為止，負責朝廷禮儀之鴻臚寺序班唱贊，亦此三

省人外不作他人選（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凡此種種，可知三省在政

治、文化上之關連。研習營的考察提示出臨清為運河溝通南北之咽喉，此為魯省

對於國內作用之一面。至於與鄰近冀、豫兩省之政治或統治上之關連，今後於小

生更宜考察也。 

以上是有關本次研習營主題的思考。作為參加者而言，敢伸以下兩點意見：

1. 課堂並考察資料既已於課前派發，而在營中所得印本詳細精美，固無可議；而

講者所用之簡報（Powerpoint）並當天課堂之錄影，倘得講者同意，俾流傳於學員

之間，跟進學習，亦善莫大焉。2. 於研習營開始之前，由會方可設立一微信或其

他大陸通訊軟件之群組，邀請學員加入，隨時更新各種訊息，不僅會方訊息傳播



及時，且有利學員於營中及營後繼續交流（以小生所見，研習營結束以後諸生仍

在微信群組中討論活躍，然此學員自發也）。竊以為公私兩便。 

以上乃個人於營中之觀感；然固瑕不掩瑜，無妨本次研習營之成果。 

承蒙史語所等各主辦機構惠准參加是次研習營，俾使筆者得以學習有關山東

文化之各方面情況，謹致謝枕。特別感謝主持人李孝悌教授並各位老師精彩的課

堂及精闢的講評，多受裨益；承辦之山東大學各工作人員不辭勞苦的照顧。研習

以外，與臺灣、大陸並海外院校學友之交流，更是與研習內容同樣可貴之收獲。

期待日後再參加史語所的各種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