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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起源地，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
类生息繁衍。
鲁西文明源远流长，“作为区域文明而论，鲁西文明是龙山文化加三代文化加齐鲁文化加运河文化而
构成”，其中前三个文化期，鲁西“都处于中国文化中心区域”。
    本书是根据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灾荒、变乱与地方应对——以鲁西为中心的观察（1855-1937）》
经过进一步的修改而成的。
全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对鲁西地区的灾荒变乱与地方的应对措施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京杭大运
河与鲁西沿岸城市、国家对鲁西的策略和重新定位、士绅和民众的自救、晚清民国时期的兵燹匪患等
。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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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京杭大运河与鲁西沿岸城市　　第一节　黄河水灾与地理环境　　鲁西平原系黄淮海平
原的一部分，自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后，自西南向东北方向从鲁西平原西部穿过，经过张秋镇汇
人大清河入海。
大运河自鲁西平原的中心地带自南向北流过，在张秋与黄河交汇。
彭慕兰称这一带为“黄运”地区。
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受黄河、运河，尤其是受黄河的影响很大，这一地区的地形、土壤、河流、湖泊
的“形塑”深深打上了黄河的烙印。
　　一、黄河决溢　　本章着重考察黄河自1855年改道至20世纪30年代对鲁西社会生态、民众生活、
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影响。
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黄河每次决口成灾都予以叙述，实际上也没有如此必要。
本书只打算就1855年、1920年、1933和1935年这四次黄河重大决口对鲁西平原造成的灾害做一较详细的
说明，其他年份黄河灾害可详见表格。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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