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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岛、世界潍坊、宇宙寿光……城市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

山东，比江苏还“散装”吗？

投稿邮箱：573262686@qq.com

□云川

齐鲁大地上的分与合

网友们热衷的“散装”说法，主要是从
地理文化与经济发展两个角度延伸出的讨
论。顺着这一逻辑，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山东
的地理文化状况。

我国古代省级政区界线划定，主要是
在山川形便与犬牙相错两条原则下进行。

“山川形便”指依照山川、河流等自然地
貌状况划定边界；“犬牙交错”是中央控
驭地方考虑下对区域的划分。在两大划
界原则的影响下，我国不少省域内部地
理分区、文化分区与行政区划并不完全吻
合。

山东省也是如此。山东省域形成较晚，
元代时，山东地区是中书省直辖区域，称为

“腹里”。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才出现
山东行省，不过此时的元代即将灭亡。明清
以后，山东省域逐渐定型，新中国成立后，
边界几经调整，呈现出当今的面貌。就今天
山东省而言，尽管没有纯粹使用自然地貌
划分南北的说法（如安徽按照长江、淮河可
被分为皖南、皖中、皖北；江苏按照长江划
分可被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但是省内同
样包含着多个地理区域。

山东省内地形复杂，既有丘陵、平原，
也有山地、海岸。有学者依照地貌，将山
东划分为鲁中南山地区、鲁东丘陵区和
鲁西北平原区。还有学者分得更细，结合
地理方位和地形地貌，将山东划分为鲁
中地域、胶潍地域、登莱地域、鲁西北地
域和鲁西南地域。

不同的地理分区意味着省域内饮食、
方言有着较大差异。最典型的是山东饮食，
每次提到山东的特色主食，人们总是脱口
而出——— 煎饼。然而，对胶东半岛的人们而
言，当地人平时却不怎么吃煎饼卷大葱，他
们更爱吃山东大馒头。

从文化角度看，山东省有着多个不同
的文化圈。现在我们一说山东文化，总习惯
于用“齐鲁文化”一词涵盖，仿佛两者浑然
天成。但是细细一想，“齐鲁文化”一词本身
就意味着两条独立的文化脉络。周武王伐
纣灭商后，在今天临淄与曲阜一带，分封齐
国与鲁国，逐渐形成了齐文化与鲁文化。滨
海的齐国讲求革新，发展工商业，便利渔
业，思想上百家争鸣；鲁国则尊重传统，推
行周代的礼仪文化制度，重视农耕，两个文
化圈差异很大。若是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更
多的文化发展线索。例如齐文化，之所以会
与中原文化差异巨大，主要是受胶东半岛
东莱文化的影响。西周时，胶东半岛曾是莱
国的控制范围，不在周天子的分封范围内，
直到春秋时期齐国版图扩大，胶东才被并
入齐国。因此，现在我们用得较多的“齐鲁
文化”概念，本身便代表着各地不同文化类
型的碰撞。

文化圈不同也反映在方言上。省内各地
也有较大差异，山东半岛是胶辽官话，鲁西
北是冀鲁官话，鲁西南是中原官话。

从省域角度看，山东省的行政区域范
围并不是一成不变。山东省内一些区域
与周边省份有着奇妙的历史渊源。例如，
20世纪50年代因治理黄河的需要曾短暂
出现过平原省。平原省将原属河南的新
乡、安阳、濮阳和属山东的菏泽、聊城、湖
西组合在一块，省会设在河南新乡。再
如，20世纪的河北、山东省界曾有调整。现
在我们看山东省西北的省界，总感到十
分“平滑”，这也是河北、山东省界被调整
为以运河为界的结果。当时两省在划界
时，河北庆云、宁津两地被划到山东，山东
省的馆陶县划归河北省，还有一些县域被
一分为二分入两省。

省内双子星

那么山东省内双子星城市济南和青岛
又是怎么一回事儿？

网上会出现“山东第一城”的不同说
法，主要是由于青岛强劲的经济实力和独
特的城市地位。据2022年最新的GDP数据
显示，青岛市全市的生产总值为14920 . 75亿
元，山东省会济南市全市的生产总值为
12027 . 5亿元。只是看经济数据，就已经感
受到了青岛市干劲满满的发展势头。

除了经济实力之外，青岛之所以有参
与较劲的底气还在于其独特的城市地位。

于城市而言，城市地位有很多划分方
式，也代表不同的地位，比如省会意味着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行政等级高则意味着配
置资源的不同。从省会角度看，除了元代山
东行省的省会在青州府外，明代以后的济
南就一直是山东省会的所在地，地位十分
稳固。如果从行政等级看，济南与青岛两城

确实不分伯仲，因为两者都是副省级城市。
不过，仅有百年发展史的青岛市是如

何晋升到副省级城市呢？
这还得说说城市计划单列的历史。

1949年以后，我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时常
会有计划单列的做法。所谓的计划单列，就
是将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单独列出，这在
计划经济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重庆
市，在还没有成为直辖市之前，也同样具有
计划单列的城市地位。

百年前的青岛仅是一座渔村，民国时
期，青岛市曾有成为特别市、院辖市的经
历。院辖市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行
政院，有点类似于当代直辖市，意味着青岛
在民国时有着较高的城市地位。1949年以
后，青岛为省辖市。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
步深入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批
准了部分城市计划单列。1986年，青岛市被
列入计划单列市。目前，中国的计划单列市
为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计划单列
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行政等级

是副省级，这给青岛参与第一城争夺战增
添了不少的底气。

从全国来看，省域中双城发展，尤其是
双副省级市发展确实常常会带来一些“竞
争”。除了山东外，我国还有很多省份也有
这样的情况，例如福建省的福州市与厦门
市、辽宁省的沈阳市与大连市。每次在谈论

“第一城”时，福建省、辽宁省等也会出现类
似的争论。

从山东走向宇宙的小城们

省内城市名气太高，也为山东省营造
出“散装”气质。山东的城市已经有很多“高
端”的头衔：“世界潍坊”“宇宙寿光”……这
些超出“山东”冠名范畴的称呼是网友调
侃，还是事出有因？

其实，网友的说法也不是毫无根据。
比如“世界潍坊”，这个名号主要源于

风筝。20世纪80年代时，潍坊还只是一座
小城。不过，境内的风筝因具有百年传统
已经十分有名，既美观，也有很多花样。
为了提高知名度，1984年潍坊举办了中国
潍坊国际风筝会。随着风筝起飞，潍坊一
举成名。现在的潍坊是“世界风筝之都”，
享誉海内外。

“宇宙寿光”听着有些神奇，实际上也
比较靠谱。寿光位于今天山东的潍坊市。20
世纪90年代起，寿光就有“中国蔬菜之乡”
的称号。目前，寿光还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
生产和批发市场。寿光的蔬菜品种丰富，有
名的要数九巷韭黄、桂河芹菜、鸡腿葱、浮
桥萝卜。那么，寿光是怎么获得“宇宙”头衔
的？原来，寿光市曾创新生产过太空蔬菜。
蔬菜种子在太空遨游后，落地进行选种育
种，形成了个头大、营养足的太空蔬菜。在
2022年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寿光
就打造了“太空种植园”，还将“去过太空”
的蔬菜新品种进行展示。

抛下山东名号，走向世界的山东城市
数量增多，也意味着山东不少城市在发展
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仔细盘盘，山东这样
有特色的城市真不少。

在美食圈，山东聊城的驴非常出名，聊
城东阿县有着全国最大的阿胶生产基地，
驴肉口感不输河北；德州扒鸡，被誉为“中
华第一鸡”，也是火车上的热销食品；枣庄
的枣树虽然名气不大，但辣子鸡却很有名；
淄博的烧烤最近更是火遍大学生社交
圈……

在产业圈，临沂的快递业务量飙升，
已摘得山东“快递第一城”桂冠；威海以
养老宜居城闻名，在“最适合养老城市”
评比中总是榜上有名；东营靠近渤海，坐
拥全国第二油田胜利油田，石油石化产
业发达；山东菏泽曹县电商经济爆火，现
在已经升级到“宇宙中心”。此外，一些山
东地方特产，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潍
县的萝卜、青岛啤酒、崂山可乐，也深受
大众喜爱。

当然，要是说到历史文化，山东各城市
能推出的景点也有不少，除了大家熟悉的
有“五岳独尊”泰山的泰安、“孔孟故里”济
宁、“齐国故都”淄博外，还有菏泽的牡丹、
济宁的微山湖……

这样看，山东好像还真有些“散装”。不
过，这样的“散装”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山东
各个城市的积极发展与愈发响亮的口号，
正体现出城市对自身产业的底气与面向世
界的开放，也显现出省内城市品牌的强大
和主动作为的灵活。

话说回来，省份散不散装，多半是网友
们的调侃，我们既自豪于家乡城市的发展
成就，也同样有着对地域文化难以割舍的
认同。某种程度来讲，错位发展与统筹协调
一直就是城市发展的主线。

据“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

前几日，一则“苏南硕放机场”即将改名“无锡苏州机场”的消息火上热搜。目前官
方已经证实，苏南硕放机场并未改名。许多网友顺势调侃，江苏各地市经济发展强劲，
机场冠名权也要争一争，好像有点“散装”。其实不只江苏，网络上还流传着很多其他
省份“散装”的说法，比如河北省，因为历史上省会更换次数较多，省内地貌差异很大，
所以也常常被认为“散装”。

即便向外打出“好客山东”招牌的山东省，也没有被网友落下。有网友认为，中国
青岛、世界潍坊、宇宙寿光……城市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这不就是“散装”的表现嘛。
那么，网友们的说法有历史根据吗？山东省真的是“散装”吗？

山东区域划分。

“风筝之都”让潍坊享誉海内外，图为潍坊风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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