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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曲海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各种教育思潮
空前活跃,“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教育思想被
大量介绍到中国，全国各地的民众教育运动蓬勃
发展，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应运而生。从1929年至
1937年这段青岛政局相对稳定的时间里，青岛市
立民众教育馆得到充分的发展，以青岛市立民众
教育馆为中心的民教设施得以广泛设立，民教活
动得以广泛展开，对这一时期青岛社会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青岛市设有三处民众文化教
育机构。1930年，在朝城路7号建立青岛市立民众教
育馆，1935年，青岛市教育局又设立沧口、阴岛两
处简易民众教育馆，该两处教育馆规模较小。

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使用的是原德国人1909
年在青岛开办的青岛特别高等学堂(德华大学)的
两座教学实验楼。1930年，雷法章任青岛特别市教
育局局长，利用这片建筑和土地建立了民众教育
馆。

青岛是当时全国建立民众教育馆比较早的城
市。青岛民众教育馆建立后，《青岛时报》还开辟
了“民教周刊”，刊载民众教育相关专题文章，以
抛砖引玉，制造舆论氛围与青岛民众教育馆开
展各项工作相得益彰。我国著名音乐家、美术家
劫夫(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广泛流传)曾在
青岛民众教育馆从事群众文化宣传推广工作，
编排过一些反帝救国、禁毒、禁娼的节目。

笔者通过查阅青岛市档案馆史料显示，青
岛市民众教育馆下设总务部、讲演部、康乐部、
图书部、科学部，并设有礼堂、乒乓球室、篮球
场等。1930～1937年，青岛民众教育馆开展的活
动丰富多彩，以市馆为主场地，遍及青岛城乡。
青岛民众教育馆开展的露天讲演活动，一般每
周讲演4次，讲演内容包括介绍中国东三省、国
货展览会、华北运动会等，每次讲演听众人数70
～300余人不等。在青岛市民众教育馆开展的面
向青岛周边地区农村讲演中，充分利用固定日
期的集市，在李村、沧口、阴岛、薛家岛等地向
农民讲演，讲演内容包括农民在国家之地位、法
律浅识、渔民团结与改善个人生活等。为了使讲
演丰富生动，青岛市民众教育馆经常在本馆礼
堂内，通过滑稽剧、哑剧和魔术等形式举办化装
讲演，主题内容有“不治之症”“提倡国货”“文
盲觉悟”“老憨大闹中秋节”等，由于内容诙谐
有趣，寓教于乐，每次吸引观众四五百人至上千
人。

据1934年出版的《青岛市政府-行政纪要》记
载：“教育局为利用教育(科教)电影，辅助学校教育
之普及，及启发一般民众知识起见，特拟具推广民
众教育电影计划。”为此，青岛教育局分别从南京
金陵大学和南京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订购了电
影放映机和租用了一批教育电影拷贝。

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作为“推广民众教育电
影计划”的实施者制定了《教育电影巡回施教办
法》，该施教办法中对于影片的选择与检查有严格
的规定：影片应按“季节相宜之片选择”，应遵守由
浅入深、由普通常识而至科学常识的顺序，每两周
换片一次，每次4张。在演映第三张教育片时加映
一滑稽片，已不伤大雅为宜，如1934年12月在民众
教育馆放映第6期影片时加映了卓别林主演的无
声喜剧电影《银行工友》。

20世纪30年代，沧口区域(时称四沧区)作为青
岛市的北门户，工业发达，人烟稠密，1935年，青岛
特别市在沧口下街(今沧台路)设立青岛市立沧口
民众教育馆及图书馆各一处，其中图书馆是将胶
澳商埠时代在沧口大马路上设立的“公立通俗图
书馆”归并而来的。除图书馆外，当时，沧口民众教
育馆内设讲演、游艺两部。

1937年12月，民众教育馆闭馆。抗战胜利后重
建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馆址改在了泰山路。新中
国成立后，原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改建为青岛第
一人民教育馆；1958年更名为青岛市北区文化馆。
1950年12月，原沧口民众教育馆更名为青岛第二人
民文化馆；1958年4月改称沧口文化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地区民众教育馆的
历史发展，既是中国现代民众教育思潮的一种
体现，也反映了青岛城市的一种历史文化脉络。

□于夫

在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起源于齐国稷下
学宫。齐国在齐威王时(公元前356-320年)，以

“尊贤者，赏有功”为传统，建立起了专门招纳
各家学派诸子的稷下学宫。齐宣王继位后，更
加喜好文学游说之士，发扬光大了齐威王招贤
纳士的遗业，为诸子建造高门大厦，各“赐府
第，封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使天下诸子接
踵而至。在政治、学术思想上展开了对于天道
观、认识论、社会伦理、名实关系、礼法制度和
多种政治制度的论争，形成了言路开放，学术
气氛活跃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

稷下学宫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的“百家讲
坛”。邹衍即是这个讲坛上的著名学者，又是阴
阳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他“尽言天事”，所以被
称为“谈天衍”，又被称为邹子。司马迁在《史
记》中记载：“先孟子，其次即衍……乃深观阴
阳消息而作怪迂之辨，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
言。”又据《汉书·艺文志》载，邹衍著作有《邹
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在燕国时还作了

《主运》篇。所以太史公司马迁高度评说“衍之
术，迂大而闳辨。”其中的“迂”是迂回曲折深
奥，“闳”则为文笔丰富，内容宏大雄辩。

中国古人认为，中国有海环绕，所以有“四
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在古人眼里，海也是
天的尽头，也含有“四海之内唯天下地理”的意
思。于是，大禹在四海之内勘定了冀、兖、青、
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然而，邹衍却向这种
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大海
洋中的一块陆地，如果把这块陆地上的九州定
名为“赤县神州”，那么在这赤县神州的大海洋
之外，还会有“九九八十一”州。小的海洋环绕

“小九州”，大的海洋环绕“大九州”“人民禽兽
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这个“大
九州说”，重构了儒家关于海洋体系的理论，也
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各大洲的景况。也许，在今
人看来，邹衍的“大九州说”微不足道，但是，在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邹衍能够推想出“四
海”之外的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了。也
许是有了“大九州说”的理论基础，徐福才会到
海外寻仙，郑和才会航海西洋。所以，邹衍对古
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也被称为“古代海
洋理论第一人”。

邹衍的另一大学说是“五德终始说”。观察
早期中华哲学文化，并没有五行的说法，更没
有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邹衍“五德终始说”认
为，天地有五行，在人类社会中，都是仿照自然
界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和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
转化形式和规律进行的。邹衍将“五德终始说”
由自然界引申到社会变化、朝代更替中。说一
国的兴亡不是国君一人说了算，而是自有生克
的规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个德便以
木、火、土、金、水五行来代表，叫五德。你是火

德，德衰，便有水的德克你；你是水德，德衰，便
有土德来灭你，依此类推，由“五德终始”主宰
着国运兴衰。邹衍的学说，正是为新的统治者
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他本人及其学说受到了
齐宣王和齐闵王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君也都有
所顾忌，所以纷纷邀请邹衍去讲学，对他十分
敬重。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邹子重于齐。适
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
襒席。如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
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
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
齐、梁同乎？”就是说，邹衍不但在齐国受到尊
重，到魏国，梁惠王到郊外去迎接，同他行宾主
之礼。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
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在前面为他清
扫道路，并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还为
他修建了一座碣石宫，拜邹衍为师。邹衍在这
座宫室里写作了《主运》篇。最后，太史公还发
出了这样的感慨：邹衍周游各国受到如此礼
尊，与孔丘在陈、蔡断粮，面有饥色，孟轲在齐、
梁遭遇困厄，真是大不相同啊！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
视，而且对后世的政治和学术也产生了重大影
响，“五德终始说”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
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
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
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
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
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
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汉代儒学
阴阳五行化的先河。

齐闵王时邹衍在燕国住的时间较长，没有
回齐国。这是因为，此时的齐闵王变得越来越
骄横，不听忠良之士的规谏，百姓生活也令人
堪忧，仁人志士纷纷离齐奔走他国。邹衍在燕
国，还担任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官职。所以他经
常到燕国各地去考察，观察各地天时、气象、物
候，指导燕人不违农时，精耕细作，获取农业大
丰收。传说，这年春天，他来到了渔阳，见此地
寒气太盛，冬雪不化，草木不发，百姓不能耕
种，生活艰难困苦。他便登上了一座小山，吹起
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小山
上飘来了暖风，冰雪融化，草木萌发，渐渐，整
个渔阳大地变暖了。邹衍又从外地找来了当地
缺少的黍谷良种，教农民耕作播种。当年，庄稼
长势喜人，五谷丰登，也使粮仓有了贮藏。邹衍
离开渔阳之后，渔阳地区农民年年种黍谷，年
年大丰收。百姓怀念他，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
定名为黍谷山，山上建了祠，叫邹夫子祠，立了
碑，碑上写“邹衍吹律旧地”，又将邹夫子教农
民识别良种的地方建了一个小院，叫“别谷
院”。数百年后诗仙李白从此经过，还写了一首

《邹衍谷》歌颂：“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
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当年，在祠前栽的两
棵银杏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成为了当地的
一景，叫“黍谷先春”。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与
秦、楚、韩、赵、魏联合伐齐。齐是邹衍的家乡，
他拒绝了参与这场战争。燕昭王死后，由燕惠
王继位，惠王听信谗言，把邹衍下狱。这是一起
冤案，传说五月为之下霜，后来终于得到昭雪。
这时，齐闵王已死，齐襄王继位，稷下学宫又恢
复了过去的繁荣局面。身遭大变故的邹衍，思
乡情涌，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文献记载，他还
曾作为齐国使者在赵国见到过平原君，与当时
的著名辩士公孙龙进行过一次学术辩论，使公
孙龙相形见绌。

邹衍生卒之年历史没有详细记载，据专家
推断，他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卒于公元前
250年，享年74岁。逝世后被葬于古齐地山东长
白山之阳，即今天的章丘区相公街道郝庄村西
山岗。查阅《章丘县志》，自明朝至清朝的几部
老县志中，都把邹衍列入在“章丘乡贤人物”篇
中予以介绍，其墓地也有“邹衍墓，在县东一十
里”的明确记载。在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县令董复亨还在章丘城内为邹衍修了一
座祠堂，并撰文立碑。碑文内也有明确记载：

“衍，故邑人。县东十里许有衍墓。”
邹衍祠坐落在章丘老城东关鱼市街北头，

1965年笔者在老城读书时，还能看到残破的墙
垣，现在再去访古，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高
于地面的黄土了。近日笔者又来到了邹衍墓地
探访，青山巍巍，岗峦延绵，麦苗青青，在一片
麦田地头，青砖垒筑的方形花墙内竖立一碑，
上书：“章丘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邹
衍墓 章丘市人民政府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
八日公布 章丘市人民政府立”。

我站在邹衍墓地前，望着绿色的田野，竞
秀的山峰，还有蓝天中缓缓变幻着的白云，悠
悠思绪，不由在历史的长河天空中飘荡穿越，
在齐国临淄城的稷下学宫徘徊，在燕国的渔阳
地区萦绕，停留于魏国、赵国的都城，又盘旋于
汉朝司马迁、董仲舒的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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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民众教育馆

在
邹
衍
墓
地
畅
想
诸
子
百
家

投稿邮箱：
qlwbrwql@163 .com

【故地往事】

︻
史
海
钩
沉
︼

邹衍墓位于章丘区相公街道郝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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