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兵家鼻祖孙武，
著有《孙子兵法》，军事格言：“知彼
知己，百战不殆”。司马迁在《史记》
中评价孙武：吴国“西破强楚，入
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
有力焉！”

孙武家族采
邑地在滨州。《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记载：“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
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
安。”“采邑”，指古代国君封赐给卿
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卿大夫对封
地的上的百姓有管辖权，并有权课
征租税。

商周时期，滨

州境内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明显增
多，其中兵器有戈、剑、矛、刀等，在
滨城兰家遗址、侯家遗址等多有发
现。

近年，滨州正在
打造全球兵学文化名城。山东航空
学院孙子研究院是全国高校第一
家孙子兵法专门研究机构。在这，
有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论坛、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孙子研究”
专栏等品牌。在这，新创大型京剧
《孙武》，开展“孙子文化进校园”活
动，开发了多种孙子文化校本课
程。

>>>乐安是兵圣孙武采邑地
滨州正打造全球兵学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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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读书好,读
好书,好读书,一本好书能滋养人的心灵。
滨州这本“书”您仔细读过吗?您知道课本上有哪

些关于滨州的知识点吗?今日,本报开设《在滨州知滨
州爱滨州建滨州·跟着课本读滨州》栏目，向读者展示
滨州大地上存留过的人文事迹、奇珍异宝、文化遗产
等,希望对读者尤其是师生、家长有所启发,为“在知爱
建”主题实践活动和书香滨州建设加油助力。

□晚报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张玉 马海真 霍怡帆 李博文

>>>一段“大禹治水”的传说
一张黄河河道变迁图

传说治水十三
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因治
水有功，他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
领。此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王朝———夏朝。

滨州市博物
馆有张“黄河河道变迁图”。通过
该图我们知道历史上的黄河“善
淤、善决、善徙”，曾有过 26 次大
的改道变动。黄河下游最早是漫
游不定的，没有主河道，都是河
汊、滩涂，一直持续至汉代王景治
河。古代，南到博兴，北到无棣，都
曾有黄河故道，如北宋黄河故道
就在无棣、北海经济开发区一带。
大汶口文化时期渤海湾南岸还发
生过大范围海侵，海水向陆地侵
入数十公里。

在滨州，有不

少大禹治水的传说、遗存。在滨城
龙王崖村，传说大禹治水时在此地
赶走黑龙；徒骇河之名由来已久，
首见《禹贡》，史载：“徒骇者，禹疏
九河，用工极众，故人徒惊骇也。”

近年，市博物馆
完成了全国历代黄河舆图大集结，
并策划“黄河之水天上来———历代
黄河舆图特展”。该展共展出宋元
至近代黄河舆图近百幅，被国家文
物局评为 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已在临
沂、聊城、云南保山、内蒙古阿拉善
等巡展。市博物馆还开发了“黄河
澄泥砚”“黄河泥塑瓦当”等创意课
程，并邀请到葛剑雄、燕生东等学
者来滨演讲。

>>>丁公陶文比甲骨文还要早八百年

1899年，王懿
荣首次发现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
的甲骨文。象形是最原始的造字方
法。它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体
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1991 年，邹
平丁公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
址，入选“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后来，在此地发现一件刻
有 11个文字的陶片，刻字排列规
则有章法，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
章，有学者称其为“陶书”。这将中
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约
800年，引起国内外轰动。

丁公遗址是
2001年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遗迹有城垣、房
址、水井、陶窑、灰坑、沟、路土、墓
葬等。出土文物类别有石、骨、角、
牙、蚌、陶等。

龙山文化时期，
滨州境内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文化大繁荣，这在遗址数量、规
模，礼制和辞章文字及城址出现等
有清楚反映。目前，据不完全统计，
滨州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34处，
其中邹平境内有 20处，最为重要
的就是丁公遗址。

>>>
渤海盐业是齐桓公称霸的战略物资之一
市博藏有大量制盐文物盔形器

春秋时期，由于
齐地盛产鱼盐，经济富庶；任用管
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
军制，组建军队；以“尊王攘夷”为
口号发展势力，齐桓公成为春秋五
霸之首。

齐国因盐而
富强，其盐业遗址就在渤海南岸。
管仲在任内实施食盐官营政策，是
成就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战略之一。
《新唐书》记载：“山东煮海之饶，得
其地可以富国。”

近年，滨州

考古发现了大量盔形器、滤器和烧
制这些器物的陶窑与作坊，时代跨
越商周直至秦汉。市博物馆藏有不
少古代制盐用的盔形器，有兴趣的
市民可以前去参观。

滨州盐业古来
已久。商文化东进，滨州境内迎来
第二次文化大繁荣，原因就是商人
要在这片土地上获取战略物
资———食盐。当时商移民让滨州境
内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商周时期，
滨州盐业遗址特别多，比如杨家盐
业遗址群等。

>>>百岁伏生传《尚书》续文脉

秦朝焚书坑儒：秦始皇
采纳李斯的建议，加强思想统治。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伏生传承《尚书》，
接续文脉，功莫大焉。

《尚书》是“政书之
祖，史书之源”。伏生是邹平人，曾为秦博
士。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冒险将《尚
书》藏在墙壁夹层。汉文帝时，太常使掌故
晁错到邹平向伏生学习《尚书》。

今日邹平尚有伏徵君
墓、伏生祠两处有关遗迹。伏徵君墓位于
魏桥镇冢子村，现有“徵君伏生墓”、“伏生
墓序”碑石两通；伏生祠遗址位于韩店镇
苏家村，是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邹平市韩店镇建
设了伏生纪念馆和伏生园，对伏生祠遗址
抢修性保护，举办了六届中国伏生诗会。
2023年，第六届国际《尚书》学学术大会
在邹平召开，癸卯年公祭先圣伏生典礼在
伏生祠遗址举行。

>>>“世界数学泰斗”刘徽
中国古典数学理论奠基者之一

刘徽，邹平人，
魏晋时期数学家，著有《九章算术
注》和《海岛算经》,是中国古典数
学理论奠基者之一，被誉为“世界
数学泰斗”。

刘徽是世界
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
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
方根。他用“割圆术”计算圆面积，
计算出圆周率 3.1416，称“徽
率”。当代数学家吴文俊认为:“从
对数学贡献的角度衡量, 刘徽应
该与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相提并
论。”

2013年 6月,
“纪念刘徽注《九章算术》1750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邹平召开。
2023年 11月，第四十二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审议通过了刘
徽诞辰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龙华寺是佛教中国化的见证之一
“东方维纳斯”的回国故事一波三折

汉代佛教
传入中国，汉明帝重视发展，
于洛阳修筑白马寺。魏晋南北
朝时期，佛教吸收儒学精髓，
渐趋中国本土化，逐渐在中国
盛行。

博兴龙
华寺遗址入选了“山东百年百
项重要考古发现”，是目前国
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北朝佛

教寺院遗址。
在龙华寺

遗址出土大批佛教造像，质地
有石、金铜、白陶等，其数量之
多、质地之繁，少见。2006年
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 年
11月，“回归之路———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

果展”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作
为山东省惟一参展的文物，蝉
冠菩萨像惊艳亮相。这尊菩萨
像出土于龙华寺遗址，历经三
年发掘拼接而成，因断臂之美
被称为“东方维纳斯”。它曾在
国外“流浪”14 年，最终中国
从日本美秀博物馆收回。

>>>现存最早的山水画卷：展子虔《游春图》

展子虔《游
春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山
水画，绢本、青绿设色，画上有
宋徽宗题写“展子虔游春图”，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展子虔
是唯一有画作可考、传世的隋
代著名画家，与顾恺之、陆探

微、张僧繇并列为四大家。其
《游春图》打破了此前中国美
术诸多限制，人物、山水疏密
安排得宜，被后人赞誉为“上
继六朝传统,下开唐代画风”。

2022 年 6
月，滨州改革“破零”工程启动
暨企业融资上市专题研讨会

举行。市委书记宋永祥作了题
为《千年一幅画 改革游春图》
主旨演讲。宋永祥提到：演绎
新时代“春天的故事”，对于滨
州来讲，就是勾画出、绘就出
新时代滨州改革的《游春图》。

（下转 10版）

这些“滨州知识点”闪耀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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