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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红

高密之名见《史记》

“农圣故里”是寿光

潍坊市有四个千年来从未更名的
古县，这分别是高密、临朐、安丘和寿
光。

《史记·乐毅传》记载：“乐氏之族
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
之齐高密”，此为史籍中首次出现高密
之名。

高密之名，来源甚早，据《水经注·
潍水》记载：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应
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高
密县始设于秦朝，属胶东郡。历经两千
多年风雨，高密这一名称始终未曾更
名，直到1994年，高密撤县设市。

寿光置县于汉景帝中元二年，
属青州刺史部北海郡。相传汉字鼻
祖仓颉在此始创了象形文字，为纪
念仓颉，寿光城区现在有圣城街道，
城区建有以纪念仓颉为主题的“仓
圣公园”。北魏杰出农学家贾思勰也
在寿光完成了世界第一部农学巨著

《齐民要术》。
寿光于1993年撤县设市，寿光素有

“农圣故里，蔬菜之乡，海盐之都”之称，
是闻名全国的蔬菜之乡，也是山东省
GDP超1千亿元的县级市之一。

安丘和寿光同年置县，因夏商时
期境内有安丘国，安丘之名由此而来。
汉高祖八年，封将军张说为安丘侯。汉
景帝二年，置安丘县，属北海郡。安丘
1994年撤县设市。

临朐置县于西汉年间，因县城
东临朐山而得名。战国时为齐国所
辖，是齐相管仲的封地。西汉时境内
设有临朐、朱虚、挍三个县和缾、临
原两个侯国，隋朝将各县统一为临
朐县，从此再未更名。临朐的名胜古
迹有山旺国家地质公园、老龙湾等。

西狩获麟在巨野

曹操屯兵驻鄄城

菏泽市有三个千年来从未更名的
古县，这就是定陶、巨野和鄄城。

曾为曹国国都的定陶县古称陶，
又名陶丘，秦始皇二十六年始置定陶
县。定陶历史上曾十二次为国，八次为
郡，两次置军。

据《史记》记载，春秋末期，范蠡
助越灭吴后，辗转至此，“以陶为天
下之中”，遂在此定居经商，世称“陶
朱公”，被后人尊为商祖，死后葬于
陶，定陶之名由此而来。秦朝后期，
汉高祖刘邦在此登基，后定都长安。
县境内的灵圣湖汉墓被评为“2012年
考古十大发现”，墓葬属“亚帝王
级”，以规模巨大、结构保存完整，被
誉为国内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保
存最好、规格最高的大型“黄肠题
凑”墓葬。定陶还是《左传》作者左丘
明、古代军事家吴起的故乡。2016年4
月，定陶撤县设区。

巨野古称麟州，相传为春秋时期
鲁哀公西狩获麟之地。《左传》记载：

“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
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
人。仲尼观之曰：麟也。

“西狩获麟”一词源自《春秋》，后
演变为一个传说，从而闻名全国。古籍
所载的获麟之地“大野”，即今巨野县，
巨野因此被命名为“中国麒麟之乡”。

巨野建县于西汉中期，因古有大野泽
而得名。今位于巨野麒麟镇的麒麟台，
史称麒麟冢，相传即为“西狩获麟”之
麟葬之处。此外，巨野境内尚存有《皇
览》所载的蚩尤墓、战国时期的齐鲁会
盟台、古昌邑国遗址、唐宋时期永丰塔
等名胜古迹。

鄄城县始设于西汉初年，因原为
春秋时期卫国之鄄邑而得名，素有“古
鄄”之称。鄄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相传中华人文始祖尧帝葬于此地。
现在县城南的富春乡境内保留有尧王
墓，又称尧陵。春秋时期晋楚争霸，著
名的“城濮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齐桓
公也曾多次与诸侯会盟于此，终成一
代霸业。

《春秋》记载：“单伯会齐侯、宋公、
卫侯、郑伯于鄄。”这是有关鄄城最早
的文字记录，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
史。

东汉末年，一代枭雄曹操任兖州
牧时，将治所迁至鄄城，鄄城作为兖州
治所长达两百多年。曹操在此屯兵数
十万，并以此为根据地完成了统一中
原大业。黄初二年，曹操封其子曹植为

“鄄城王”，即“陈王”。曹植在鄄城期
间，曾建有一座读书台，后人称之为

“陈王台”，古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洛神
赋》和五言长诗《赠白马王彪》均是曹
植在鄄城期间完成的。另外，鄄城也是
著名军事家孙膑的故乡，现境内仍有
孙膑墓古迹。

曹植曾任东阿王

刘备当过平原令

聊城市有两个从未更名的千年古
县——— 东阿和茌平。

东阿始置于西汉年间，因战国时
地处齐、赵两国边境，境内有大清河流
经入海，河曲形成大陵而得名。《尔雅》
释义：“大陵曰阿。”东阿即齐国阿邑，
西阿则属赵国。

据《泰安府志》记载：“郡秦属东
郡，汉置东阿县。盖以阿属东郡而立
名。”由于历史沿革，东阿治所多次变
动，县城亦随之多次变迁。初期治所
在今阳谷县阿城镇，明洪武年间至民
国年间，东阿县治在今平阴县东阿
镇，新中国成立后，东阿县治设在今
铜城镇。

曹操之子曹植曾任东阿王，因其
才高八斗，七步成诗而名扬天下，现境
内鱼山镇存有曹植墓，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此外，著名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阿胶制作工艺，即以东阿
产地而得名。

茌平置县于秦朝，因县境在“茌山
之平陆”而得名。茌平是黄河流域古文
明发源地之一，中国社科院“中华五千
年文明起源”重大课题，确定将黄河下
游起源的研究重点放在茌平。这里诞
生了战国高士鲁仲连、唐初名相马周、
宋代名医成无己、康熙帝师王曰高等
古圣先贤。现在有孔子回辕处、孟尝君
练兵场、鲁仲连祠等名胜古迹。2019
年，茌平撤县划区。

德州市有两个从未更名的千年古
县，这就是平原和乐陵。

春秋战国时齐国建平原邑，因
地处平原而得名，此为“平原”得名
之始。秦朝废分封制，改郡县制，以
平原邑为县城置平原县，先属齐郡，
后属济北郡。汉高祖六年置平原郡，
郡治设于平原县。三国蜀汉的建立
者刘备，曾在此当过平原县令及平

原国相。
乐陵建县于汉高祖五年，属平

原郡。据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乐
陵“本燕将乐毅攻齐所筑。”意即乐
陵最早由战国名将乐毅修建，其地
名中的“乐”正是取自乐毅的姓氏。
乐陵是曾“击鼓骂曹”的东汉文学家
祢衡、现代著名抗日将领宋哲元的
故乡，也是驰名中外的金丝小枣之
乡。始建于明洪武二年的乐陵文庙
大成殿，是目前江北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文庙之一。乐陵于1988年撤
县设市。

左丘明故里肥城

齐桓公“勿忘在莒”

滨州市从未更名的千年古县是阳
信。

阳信县置县于西汉高祖五年，相
传因名将韩信自燕伐齐，屯兵于古笃
马河之阳而得名。作为黄河三角洲文
化与齐文化发祥地之一，阳信素有“农
桑之地、乡舞之乡”的美称，也是著名
的鸭梨之乡。

泰安市从未更名的千年古县是肥
城。

肥城始置于西汉初年，属兖州刺
史部泰山郡所辖，因西周时肥族人曾
居住于此而得名。肥城是“史圣”左丘
明故里，也是“商圣”范蠡隐居经商之
地，曾位居“齐鲁上九县”之列，肥城还
是驰名中外的“肥桃之乡”。1992年肥
城撤县设市。

青岛市从未更名的千年古县是即
墨。

即墨东濒黄海，南依崂山，因临近
墨水河而得名(“即”为靠近之意)，置县
于秦朝，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策》

《国语》《史记》等历史典籍中。1898年，
德国强租胶州湾，把青岛从即墨分割
出去，但在历史上是先有即墨、后有青
岛，因此才有“千年即墨、百年青岛”的
说法。1989年，即墨撤县建市，2017年，
撤市划区。

日照市从未更名的千年古县是莒
县。

莒为古地名，始自原始社会东
夷民族的莒部落。莒县古为莒国，秦
灭六国后实行郡县制，莒国改称莒
县，属琅琊郡。莒县县城曾是春秋时
期莒国都城所在地，是山东省面积
最大的古城，也是成语典故“勿忘在
莒”的发源地。春秋战国时期，齐桓
公曾去莒国避难，齐桓公成就霸业
之后，管仲等大臣经常提醒他，“使
公勿忘出奔于莒也”。

1979年在莒县县城东南的陵阳河
遗址发掘出的原始陶文，比甲骨文还
早1500多年，被称为“中国文字的始
祖”。莒文化与齐文化、鲁文化并称为
山东三大文化。境内浮来山中的古刹
定林寺，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批评
理论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故居，
寺院正中矗立着树龄近4000年的“天
下银杏第一树”。

山东省这十五个千年来从未更名
的古县，历经千年风雨，是朝代更迭、
世事沧桑的见证者。其县名或保留了
古文字的字形，如莒县、鄄城、茌平、临
朐，或保留了古文字的读音，如东阿、
乐陵，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弥足
珍贵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山东省民政厅曾专门发文，要求对这
些“千年古县”的名称加以妥善保护，
不得随意更改。

沧桑千载 古邑长青

山东省十五个从未更名的千年古县

山东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2006年，山东
省有关部门组织人力对县级行政单位进行调
研，发现置县时间在一千年以上的千年古县
有七十四个，约占全省一百四十个县、市、区
的一半，约占全国八百多个千年古县的近十
分之一，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其中，山东省有十五个历经时代更替、版
图数变，但千年以来县名始终未变的古县。这
十五个县分布在省内五个市，其中潍坊市四
个、菏泽市三个、聊城市两个、德州市两个，滨
州市、泰安市、青岛市、日照市各一个。

▲东阿曹植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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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仓圣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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