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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山东社会科学院齐鲁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是一部关于山东古代文化研究的理论专著，内容
涉及齐鲁先民与华夏文化、齐鲁文化的分野与鲁文化范畴、鲁国概况及鲁文化的地域范畴、鲁国宗周
的文化传统、孔门弟子及左丘明、墨子与墨家学派、孟、荀对鲁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等，适合文化
研究人员参考学习。
　　本书的主旨是，先为鲁文化研究划定一个范围，作一个基本界定。
尤其对于鲁文化与周文化，齐鲁文化与鲁文化，鲁文化与儒家文化，齐鲁文化与中华传统主流文化等
概念进行分析爬梳，勒出鲁文化的概貌；然后以此为基础对鲁文化的范围、鲁文化的特色，鲁文化的
内容，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演变，鲁文化的主要人物、思想学说，鲁文化与中华传统主流文化、与其
他地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阐述。
全书的最后，笔者力图从中华文化大传统、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儒家学在全球多元文化中的地位
、作用来展示鲁文化的现代价值。
全书兼职对鲁文化的纵向与横向研究，并尽量保持不同作者之间写作体例与内格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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